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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种了 40 多亩向日葵，前几

天的暴雨让我揪心，不知道该怎么减少

对收成的影响。多亏了农技人员，指导

我们用水泵抽水、将倒伏的向日葵扶

正，同时还联系农业保险公司来测损定

损，我安下心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乌拉特前旗西小召镇公田村，农民

王三厚在田边说。

8 月 8 日晚，乌拉特前旗出现大雨、

大风及洪涝灾害，降雨一直持续到 9 日

清晨。怎样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成

了 很 多 党 员 干 部 、农 技 人 员 心 里 的

牵挂。

9 日早上 6 点刚过，该旗农牧和科

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文华就和同事

们带上雨衣，驱车前往西小召镇、新安

镇等受灾严重地区查看农作物情况。

到达西小召镇公田村后，大家商量如何

帮助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现在正值向日葵结籽的关键期，

大雨导致很多向日葵被刮倒、冲倒，亟

须整理恢复。”西小召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杨东说。

“这次降雨量大，地里的存水容易

导致向日葵根部腐烂，需要尽快组织农

户排水。”赵文华说。

“这样的情况在其他村也不少，目

前受损比较严重的农作物主要是向日

葵、葫芦、辣椒等。灾后对农作物的管

理，直接关系到它们的恢复情况和最终

产量，我们必须尽快帮助大家应急自

救。”该旗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党支部

书记刘俊说。

为 减 少 灾 害 损 失 ，该 旗 农 牧 和科

技局制定了农牧业灾后应急自救技术预

案，主要包括及时排水、疏通沟渠、扶正

倒伏植株、补施肥料以及防治病虫害

等，以确保农作物能够尽快恢复生长。

“我们得抓紧多走几个乡镇，把情

况摸清了，同时组织引导农户尽快开展

自救，能扶正的扶正、能抽水的抽水，想

方设法帮农民恢复生产。”赵文华说。

目前，乌拉特前旗派出 1300 余名党员

干 部 、45 名 农 技 人 员 驰 援 防 汛 救 灾

一线。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党员干部驰援救灾一线——

“想方设法帮农民恢复生产”
本报记者 张 枨

本报北京 8月 13日电 （记者李红

梅）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江淮、

江南大部、华南、四川、云南南部、西北

地区东部等地仍多降雨天气，局地有暴

雨或大暴雨。 13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

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电 （记 者王

浩）8 月 13 日 15 时，乌苏里江下游干流

海青站水位涨至 40.53 米，超过保证水

位 0.01 米，至此乌苏里江干流虎头至海

青江段水位今年再次全线超保。据预

报 ，乌 苏 里 江 洪 水 过 程 将 持 续 至 8 月

下旬。

目前，水利部、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

会和黑龙江省水利厅维持洪水防御Ⅳ级

应急响应，持续做好乌苏里江洪水防御

工作。

13 日，西辽河支流老哈河内蒙古

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镇八台营子河段

左岸堤防发生溃口险情。水利部已立

即 启 动 重 大 水 旱 灾 害 事 件 调 度 指 挥

机制。

为 应 对 黄 河 中 上 游 洪 水 过 程 ，自

8 月 9 日起，小浪底水利枢纽下泄流量

从 1800 立方米每秒逐步提高，至 8 月 12
日最大达 3000 立方米每秒，3 条排沙洞

全 部 开 启 ，累 计 已 排 沙 近 4000 万 吨 。

这是自 8 月 2 日小浪底水利枢纽关闭排

沙洞后，再次打开闸门，启动今年第二

次汛期调水调沙运用。

本报北京 8月 13日电 （记者吴秋

余）为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抗洪救灾及灾

后重建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新增重

庆、福建、广东、广西、河南、黑龙江、湖

南、吉林、江西、辽宁、陕西、四川 12 省

（区、市）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 1000 亿

元，支持受灾严重地区防汛抗洪救灾及

灾后重建工作，加大对受灾地区的经营

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

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

乌苏里江干流再次全线超保

央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 1000亿元支持受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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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
护”“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
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
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绽放新光彩”。

从苏州对古城进行整
体性保护，到景德镇以八
方来匠传承创新制瓷技
艺，再到西安紧跟市场脉
动创新博物馆展陈……在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
利用中，文化软实力锤炼出
文旅硬功夫，焕发出更持久
的魅力。

随着人们的旅游需求从观光游览

转向更深度的旅居体验，历史文化游持

续升温。文化遗产凝结了岁月印迹与深

厚内涵，独一无二。但它与旅游的融合，

却并非能一蹴而就的易事。如何让文化

遗产散发持久魅力，如何将文化软实力

锤炼成发展旅游的硬功夫，是许多历史

文化古城面临的问题。记者走进江苏省

苏州市、江西省景德镇市、陕西省西安

市，看一个古街区、一项老手艺、一场历

史展陈怎样吸引游客奔赴一座城。

苏州——

让完整“苏式生活”
照进现实

暑假的周末，位于苏州姑苏区的平

江历史文化街区熙来攘往。大儒巷 38
号，一座占地 1000 多平方米的老宅里，

在非遗传承人的讲解下，许多游客正在

制作桃花坞木版年画。

石板小路，小桥流水，这里基本延

续了南宋《平江图》中的整体布局。漫

步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评弹声声婉转雅

致，苏绣精美匠心独具。世界文化遗产

耦园连同 20 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

同构成一座“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

馆”。游客来到这里，看到的不是零散

的古迹、片段的遗存，而是可以体验“食

四时之鲜、居园林之秀、听昆曲之雅、用

苏工之美”的完整“苏式生活”。

这里也是苏州古城保护的缩影。作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在日新月异

的发展中完整保存了古城的格局肌理和

生活风貌，而这，正是古城苏州保持持久

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实现整体性保护并不容易。

这离不开以《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为代表的地方性法规带来

的刚性约束。姑苏区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主任顾东怀介绍，从 2014
年开始，苏州总结古城保护的经验，于

2018 年颁布实施《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对古城保护的对象、范

围、具体做法等予以明确。

实际上，自 1993 年获得地方立法

权以后，苏州先后制定了保护古建筑、

园林、古树、昆曲、大运河文化等 10 多

部地方性法规，形成了古城、古镇、古村

3 部专项立法，体现出对古城进行整体

性保护的思路。

“保护是活化利用的前提。在平江

路，老房子怎么修、能开什么店、店怎么

装修，都有规范的要求，要经过严格的

论证。”苏州城市规划学者阮湧三介绍。

以大儒巷 38号为例，这座老宅始建

于元代，清代进行了重建，2005年进行了

保护性修缮。2022年老宅再次进行了全

面的保养性维护，修缮尽量按照原有形

制、使用原有工艺。在进行了“不改变文

物原状”“最小干预”的修缮之后，才有了

如今这座古色古香、人来人往的老宅。

据了解，在苏州古城所在的姑苏区，

经过修缮保护具备活化利用条件的古建

老宅近 300处，已活化利用 96处。2024年

上半年，姑苏区已接待游客 3058万人次。

景德镇——

让老手艺吸引有创意
的年轻人

今年 34 岁的李杰，从重庆交通大

学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就来到景德

镇。他融入敦煌壁画九色鹿元素的瓷

器设计，已经成为很受欢迎的作品。“受

欢迎是因为有创意，我把传统经典元素

和当下审美情趣结合起来设计青花瓷，

比较新颖。”李杰说。

在景德镇，像李杰这样的年轻巧匠

有 6 万余名。他们来自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以迸发的创意，给景德镇的陶瓷

艺术和产业带来新想法和新技法，使陶

瓷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实现

良性互动。

八方来匠中，有人创新艺术设计，

有人打造新颖场景。

在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世界

上现存最大的柴窑徐家窑复建以来第六

次复烧。烧窑师傅一声令下，腾腾窑火燃

起。热闹壮观的场面，吸引了众多前来学

习的年轻手艺人和游客。

在景德镇陶溪川陶瓷集市，形态各

异、色彩斑斓的创意陶瓷摆满了一排排

摊位。“各具特色的创意陶瓷集市，吸引

海内外游客‘上镇赶集’。”景德镇市文

化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旅 游 局 局 长 盛 璟 晶

介绍。

游客不仅想看、想逛，还想动手体

验。来自江苏的年轻手艺人杨能吉敏

锐地发现了这一市场需求，在景德镇开

办了艺术工作室，面向想学习、体验制

瓷技艺的人们，提供陶瓷成型、绘画、装

饰、烧制等课程。

“ 来 到 景 德 镇 的 年 轻 陶 瓷 从 业 者

们，在传承老手艺的过程中，一边更新

设计理念、烧制工艺，一边营造传播陶

瓷文化的新场景，让景德镇传统制瓷技

艺在传承中‘活’起来、‘潮’起来，从而

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景德镇陶瓷大

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赵兰涛说。

西安——

让历史展陈紧跟市场
脉动

怎样让更多人爱上博物馆？这是陕

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以下简称“秦汉

馆”）在设计展陈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进行深入调研后，我们发现，观众

参观博物馆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而是

希望用更沉浸、可互动的方式了解文物

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这就要求博物馆

在深入研究文物特点与价值的基础上

合理布展，以深入浅出、观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讲好文物故事。”陕西历史博物

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介绍。

了解观众需求，紧跟市场脉动，秦

汉馆运用重现技巧与装置设计，大大提

升了展馆吸引力。

展柜中的乐舞俑投影上墙，幻化成

身着汉服的丽人翩然起舞；而对面圆镜

中，现代舞者的身姿悄然浮现，让观众

不由沉醉其中。

这是秦汉馆“技与美”展厅中的一

幕，将古老的视听盛宴重现在观众面

前。博物馆参考文献中的汉代乐舞情

景，借助多媒体技术让文物“舞动”起来，

观众得以直观感受汉代乐舞魅力。

有些文物背后的历史知识相对枯

燥，秦汉馆则运用装置，让历史具象化，

让展陈更有意趣。“例如某一互动装置

中包括若干窗扇，配以强力的阻尼设

计，象征列国变法的艰难和遇到的阻

力。唯有代表秦国变法的窗户可以完

全推开，象征变法成功。”任雪莉说。

在秦汉馆，有许多这样的多媒体互

动装置，与文物相配合，将庞大的主题阐

释得可观可感。

瞄准观众需求，感受并紧跟市场脉

动，运用多样手段创新展陈设计，今年

5 月开馆以来，秦汉馆已吸引观众 45 万

人次。

图①：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游

客在体验互动装置。 施 觉摄

图②：热 闹 的 景 德 镇 陶 溪 川 陶 瓷

集市。

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游客漫步在苏州平江历史文

化街区。

姑苏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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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历史

文化遗产具有强大吸引力。如何统筹

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

一是以刚性约束的法规来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任何破坏造

成的损失都是不可逆的。二是以有创

意的人才来传承，比如通过非遗研学

来传播传统技艺、通过文创产品来展

示传统美学。三是以市场化的手段来

拓展，比如通过影视动漫生产爆款作

品、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沉浸式体

验空间等。四是以诚敬的情感来看

待，对历史文化不能是工具性、功利性

地看待与使用，而是要将之作为民族

文化的传承，内发于诚、外行于敬，求

历史之真，展文化之蕴，这样的推广才

能最具感染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

研究院院长）

求历史之真，展文化之蕴
胡 钰

①①

②②

右图：日前，黑龙江省勃利县，

电力公司员工在运送木桩、沙袋等

防汛物资，加强防汛抗洪工作。

何 畅摄（人民视觉）

下图：8 月 13 日，中国安能在湖

南省资兴市抢修成 康 村 进 村 受 损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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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8月 13日电 （记者田豆

豆）8 月 13 日下午，人民网“AI 湖北行

动”启动活动在武汉市举行。湖北省委

副书记、省长王忠林，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于绍良出席活动并致辞，人民日报社副

总编辑徐立京主持致辞环节，湖北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琚朝晖，湖北省副省

长陈平出席活动，武汉市市长盛阅春作

人工智能产业招商推介。

人民网董事长、传播内容认知全国

重点实验室主任叶蓁蓁介绍了人民网

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多位人工智能企业

代表在会上发言。

活动当天，人民网“梦幻灵境”AI展
演中心在武汉正式开馆。展演中心建

筑面积将近 4000 平方米，内设前沿 AI
技术与应用互动体验区、AI节目全息演

出区、AI研学培训区、多业态商业区，成

为集科技、教育、娱乐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性场馆。

在场景功能上，展演中心致力于成为

面向广大青少年、市民游客和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科技素养教育馆、新型消费打卡

地、科技新品发布场，为地方打造文旅新

名片、科普新阵地和招商引资新载体。

展演中心的首期全息剧目，是人民

网自主开发的国内首台 AI 展示体验剧

《白泽的奇幻旅程》，将科技与音乐、戏

剧、舞蹈等多种元素深度融合，为观众

带来独特的观赏体验。

活动期间，人民网“AI+伙伴计划”

发布，首批 18 个伙伴加入，一批重点项

目签约，汇聚政府部门、企业、科研院所

等各方资源，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的协同创新生态，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

人民网“AI湖北行动”在武汉启动
“梦幻灵境”AI展演中心同期开馆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