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与俄

罗斯》杂志社社长奥列格·别列日内赫全程直

播“古蜀 3000 年”，并与远在俄罗斯的网友实

时互动；在成都都江堰景区，《发展中的摩尔

多瓦》编辑阿纳托利·卡丘克感慨：“中国人

善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顺应自然、

保护环境。”

近期，参加 2024“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

坛的欧亚媒体考察团走进四川，感受文化遗

产保护的中国实践。

金沙遗址擦亮文旅品牌

石虎、大金面具、十节青玉琮、太阳神鸟

金饰……漫步玉石路，穿行乌木林，欧亚媒

体考察团成员们与穿越千年时光的文物面

对面，感受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共生共融的

独特魅力。“古蜀人是如何冶炼青铜器的？

这太神奇了。”瑞典“新闻之声”总编辑托比昂·
奥洛夫·萨瑟·萨瑟森第一次参观金沙遗址，

金属冶炼技术令他印象深刻。

金沙遗址作为古蜀文明的代表之一，自

2001年被发现以来，向世人展示了公元前 12世

纪至公元前 7世纪古蜀文明的繁荣与辉煌。金

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证明古蜀文

明在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的考古发现。

这样一颗历史文化遗产的明珠，如何焕

发新的时代光彩？“金沙遗址博物馆坚持遗

址与城市共生，传统与未来共融，探索出一

条文化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结合的创新之

路。”金沙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07 年对外开放以来，通过多元跨界合作，

博物馆开展了“金沙太阳节”“夜游金沙”等

活动，助力擦亮成都文旅品牌。

创办 15 年的“金沙太阳节”，入选“2023
全国文化遗产旅游案例宣传展示活动”。将

传统的静态文物展示与灯艺、花艺和演艺等

形式结合，这个持续 20 天的年度活动吸引约

50 万人次观众，年收入 1000 余万元，取得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放大了遗址博物

馆的文旅示范功能、国际文化交流功能、城

市形象宣传功能。

同时，金沙遗址博物馆注重学术研究和交

流合作。“近 3 年，我们完成了国家级、省部级

课题 17项，出版学术专著 15部，发表专业论文

110余篇。其中，《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

入选‘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金

沙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三星堆遗址

联合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推动下，两

馆携手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罗马，中国香港等

地举办古蜀文物精品巡回展览，并拓展出数字

文物展、彩灯艺术展、花卉艺术展等多种展示

形式。此外，博物馆还与美国、日本、法国、英

国等地的 10余家知名博物馆与学术机构签订

合作共建协议，以古代文明研究、交流展览、人

才培养为切入点，开展长期深入的合作，积极

拓展“朋友圈”。

千年古堰依然保持青春

往金沙遗址的西北方向驱车 1 个多小

时，就来到古蜀文化的代表之一——都江

堰。跨越了 2200 多年，这一“世界水利文化

的鼻祖”依然青春。

滔滔岷江，川流不息。跨过索桥，踏上

鱼嘴，考察团成员驻足聆听人文与自然的

交响。

“在过去，能够建造这样一座水利设施，

真是令人惊奇。”俄罗斯塔斯社执行编辑叶

夫根尼·扎多罗日内感慨，保护如此庞大的

文化遗产，是一项很重要也很困难的工程，

所有的修复和保护都需要大量付出。

作为当今世界上现存年代久远、以无坝

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拥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厚重的人文底蕴，如今仍为

成都平原经济区重点企业和城市生活提供

用水，并为防洪、发电、养殖、种植、旅游、环

保等提供保障。

古代“超级工程”最初如何造就？试试

来都江堰景区体验“飞跃都江堰”3D 项目，

寻找答案。戴上 VR 眼镜，都江堰的壮美风

景一览无余，同时，都江堰建成前岷江对成

都平原的肆虐景象也逼真重现。讲解员介

绍，岷江洪水含沙量高，治理非常困难，后

来，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总结、提炼

岷江治理经验，把目标锁定在凿山引水这一

艰巨工程上，最终才形成既有分工又有相互

配合的都江堰渠首三大主体工程。李冰之

后，一代代人坚守、传承，成都平原变成“天

府之国”。

文化遗产焕发时代光彩

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世界自

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的城市，都江堰如何焕发新活力？

“我们立足于‘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

代文物工作方针，积极推动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和利用。”都江堰市文广体旅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以都江堰放水节为例，重要内

容之一是拆除杩槎围堰、将岷江水重新引

入渠道，这标志着成都平原新一年春灌的

开 启 ，也 意 味 着 千 年 古 堰 继 续 发 挥 作 用 。

同时，放水节也传承着川西平原源远流长

的习俗，通过创新文旅体验场景、联动推出

精品旅游线路等，让市民游客身临其境地

了解都江堰的水利文化。

“活”，是都江堰市不断挖掘文化遗产价值

的一把钥匙。近年来，围绕“传承天府文脉”这

一主题，都江堰市不断通过延续历史文脉和彰

显文化底蕴守护好城市的“根”与“魂”。都江

堰市整理出版了《都江堰市文物志》《都江堰市

考古资料集》等 10余部学术专著，在国内学术

期刊发表研究文章 30余篇；同时，不断深化与

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等机构的战略合作。

在 对 外 交 流 合 作 上 ，都 江 堰 市 同 样 寻

求“活”，以此扩大文化遗产传播力影响力

——和中国文物学会、浙江卫视联合制作

大 型 文 化 遗 产 真 人 秀 节 目《万 里 走 单 骑

—— 遗 产 里 的 中 国》中 的 都 江 堰 篇 。 从

“治”水到“智”水，从古老到现代，文化遗产

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刘依林、周斌参与采写）

四川成都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遗址增活力 城市添魅力
本报记者 温素威

丝绸，轻、薄、多彩，意蕴丰

厚，是日用而新的生活用品，也

是 历 史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 。 近

日，2024“一带一路”媒体合作

论坛的欧亚媒体考察团走进四

川省南充市，探寻古丝绸之路

故事，体验新文旅业态。

“从起源到工艺，从文创市

集到工业景观，我们将完整呈

现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到精美

商品的全过程……”走进位于

南充市高坪区的六合丝绸博览

园，伴着讲解员的解说，塔吉克

斯坦阿维斯塔通讯社总编辑占

纳特洪·库尔班诺娃时而拍照

打卡，时而沉浸式体验操作纺

织机。

“丝绸不仅看上去漂亮、穿

起来舒服，背后还有这么多精

巧的工艺！”占纳特洪·库尔班

诺娃感慨。

六合丝厂创办于 1912 年，

六合丝绸博览园拥有众多历史

建筑和工业遗产，融合六合院、

望 江 茧 站 、缫 丝 设 备 陈 列 馆

等。如今，这里成为热门旅游

目的地。“为丰富游客体验，我

们积极开发丝绸文化资源，升

级设施陈列，优化解说词、游览

路线，提升服务水平。”六合集

团总经理林森说。

登上锅炉码头、乘着窄轨

火车，感受丝绸物料运输轨迹；

置身车间厂房、触摸生产设备，

领略当年的工艺流程……“工

业遗产+活化展示+互动体验”

的参观形式新颖有趣。《发展中

的摩尔多瓦》编辑阿纳托利·卡

丘克说：“文献、机器、照片……跨越百年甚至千年的物品，

不仅可以帮助后人学习技艺，也有助于了解历史。”

据介绍，六合集团现以桑蚕丝制品、丝绸面料、服装等

为主要产品，工业总产值超 2 亿元，产品畅销各地。

在文创集市，琳琅满目的货架吸引了今日白俄罗斯出

版集团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玛尔塔·赤纬的注意力：“我很喜

欢中国的丝绸制品，以前就买过很多。”“中国丝绸由来已

久，发展迅速，大家很愿意带一些回去。”乌兹别克斯坦《人

民言论报》副总编辑鲁斯兰·肯扎耶夫说。

擦亮丝绸名片的，还有精彩的文艺作品。南充市杂技

团推出的大型杂技剧《东方丝源》，以南充丝绸产业发展为

线索，用“杂技+魔术+舞蹈+情景演绎”相结合的手法创新

呈现丝绸故事。“作品令人震撼！”《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

辑谢里克·科尔茹姆巴耶夫为表演点赞。

“这次调研让我了解到丝绸的历史，也体会到丝绸文化

的产业价值。我们国家有不少年轻企业家来到中国，学习

文旅融合的经验。”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晚报》第一副总

编辑妮娜·尼奇博洛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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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山旅游区，吉尔吉斯

斯坦《自由之山报》总编辑纳拉雷·阿桑巴耶夫

利索地爬上高处，竖起了大拇指，“我来自多山

的吉尔吉斯斯坦，对山有天然的好感，这里的

石林与森林融为一体，太与众不同了。”

近日，参加 2024“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

坛的欧亚媒体考察团来到四川省广安市。雄

奇险要的华蓥山以喀斯特早期发育石林奇观

而闻名，引得考察团成员一路啧啧称奇。

华 蓥 山 旅 游 区 一 角 ，写 有“ 滑 竿 抬 幺

妹”字样的招牌醒目地悬挂着。听完解释，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晚报》第一副总编

辑妮娜·尼奇博洛娃跃跃欲试。一圈体验

下来，她难掩兴奋：“我之前从没坐过滑竿，

这太有趣了。”

一方山水孕育一方风情。在华蓥山，滑

竿曾是当地人翻山越岭的代步工具。2021
年，“华蓥山滑竿抬幺妹”项目入选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

今，这项非遗还成为旅游区的体验项目。“非

遗项目入驻旅游区后非常受欢迎，既传承了

非遗文化，又促进了文旅融合。”非遗传承人

张承光说。

“ 清 冽 甘 醇 的 老 井 水 ，点 点 滴 滴 暖 在

心。”位于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村

歌墙”，吸引了《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

谢里克·科尔茹姆巴耶夫驻足。他拉着翻译

解释歌词，听后频频点头：“代代相传的好家

风、好乡风，是村子留给后人的财富。”在参

观新建的喷泉广场、村史馆以及各具特色的

民宿后，考察团成员纷纷点赞。

近年来，通过涵养生态景观，牌坊村不

断发掘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目前，

我们村里共有 39 家农家乐、97 家农家客栈，

年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以上。”牌坊村党委副

书记蒋春花说。

“我将通过文字、图片与视频，让乌兹别

克斯坦的人们更好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

的成就。”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言论报》副总

编辑鲁斯兰·肯扎耶夫说。

（周斌参与采写）

广安持续挖掘文化资源

加强非遗传承 激活乡村文旅
本报记者 王 亮 齐志明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专题专题 2024年 10月 14日 星期一1616

版式设计：张丹峰

图①：南充六合丝绸博览园一角。 李佩蔺摄

图②：欧亚媒体考察团成员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陈 斌摄

图③：远眺都江堰。 韦洪涛摄

图④：欧亚媒体考察团成员在观赏丝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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