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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一、线路名称：“冬韵陕西·雪泉共舞”冰雪旅

游精品线路。

二、推荐理由：陕西的冬季，流淌着诗意与浪

漫。游客可以欣赏雄奇险峻的秦岭山脉，体验滑

雪与温泉的“冰与火之歌”，穿越陕西北部的冰雪

世界，探寻冰雪奇境和红色记忆，感受冰山雪海的

壮美。冬游陕西，观冰雪胜景、沐天然温泉、看长

安灯展、听激昂秦腔、过陕味大年、品三秦美食，邀

您亲身体验巍峨壮丽的自然美景和千年民俗的文

化魅力。

三、沿线城市：渭南市—西安市—咸阳市—铜

川市—延安市—榆林市—宝鸡市—汉中市。

四、具体线路：渭南华山冰雪世界——渭南华

山御温泉——西安华清御汤温泉——临潼悦椿温

泉——西安热雪奇迹滑雪场——西安翠华山滑雪

场—— 咸 阳 必 捷 滑 雪 场 —— 铜 川 照 金 国 际 滑

雪 场 —— 铜 川 溪 山 胜 境 景 区 —— 延 安 国 际 滑

雪 场 —— 榆 林 波 罗 古 堡 滑雪场——宝鸡御龙湾

温泉——宝鸡太白鳌山滑雪度假区——汉中龙头

山滑雪场——汉中紫柏山国际滑雪场。

五、特色冰雪活动：华山冰雪嘉年华、翠华山

冰雪嘉年华、“三秦四季  雪趣铜川”铜川冰雪旅游

季活动、延安冬季冰雪旅游活动、“趣味横山·冰雪

波罗”文化旅游活动、宝鸡冰雪旅游季、汉中冰雪

嘉年华活动等。

六、沿线旅游景点：渭南华山景区、渭南中华

郡景区、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西安

城墙·碑林历史文化景区、咸阳郑国渠景区、咸阳

袁家村、铜川溪山胜境景区、铜川薛家寨景区、延

安革命纪念地景区、延安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榆

林红石峡生态公园、榆林波罗古堡景区、宝鸡太白

山景区、宝鸡中华石鼓园、汉中龙头山景区、汉中

紫柏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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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登录陕西文旅惠民平台

领取惠民券

今年冬季，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冬韵陕西·雪泉共舞”为

主题，串联陕西各地优质冰雪资源，集中展现“三秦四季”的独特

魅力，推出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包含冰雪旅游、温泉旅游、生态旅

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民俗旅游等内容。陕西文旅

惠民平台面向全国游客推出多项冬季优惠活动，登录注册后可

享受陕西全省文化演出、旅游景区、非遗文创等最低五折优惠，

诚邀全国广大游客前来体验陕西自然胜景与人文韵致，开启“冬

游陕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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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友好是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两国人民
的双向奔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源泉。中美双方应
书写更多新时期的“鼓岭故事”，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
康、可持续发展

“鼓岭故事表明，只要有善意和相互交流的意愿，我们的友谊就能生生不

息”“美中两国携手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对世界有益”“我们要共同续写两

国人民友好的故事”……在近日举行的 2024鼓岭论坛上，中美两国嘉宾重温鼓

岭故事，共同从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实践中汲取精神力

量，凝聚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共识，助力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跨越百年的鼓岭故事，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的真挚情感。32年前，人民日报

发表题为《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了美国加德纳夫妇对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

方充满眷念与向往的故事，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看到该文后立即邀请加德

纳夫人访问鼓岭。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在美国友好团体举

行的欢迎午宴上讲述了鼓岭故事，对“两国有更多的各界人士共同加入到中美

友好事业中来”寄予厚望。202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向“鼓岭缘”中美民间

友好论坛和 2024 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致贺信。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

亲自推动中美民间交往，让百年鼓岭故事不断焕发生机。

“鼓岭代表着民间友谊的力量，是一段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和平、理解和

善意的传承。尽管语言、文化不同，两国人民依然可以跨越隔阂，建立起深厚的

友谊。”2024鼓岭论坛现场，美国“鼓岭之友”召集人穆言灵的视频发言引发与会

嘉宾共鸣。回望过去，中美关系发展虽历经风雨，但两国民间的友好交往从未

中断，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历史充分表明，人民友好

是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两国人民的双向奔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源

泉。无论是血与火铸就的“飞虎情谊”，还是打破坚冰的“乒乓外交”，还有跨越

百年的“鼓岭情缘”……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

民书写，未来更要靠人民创造。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去年 11月，

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并发表重要演讲，阐述人

民友好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意义，引发热烈反响。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的一

封封贺信、复信笺暖情长，一次次会见、讲话情真意切，推动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

流。艾奥瓦州的老朋友和小朋友，“鼓岭之友”“飞虎队”的传承者，美国的市长、学

者、工商界人士，跨越太平洋建起沟通的桥梁，书写中美人民友好的新故事。为

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中方未来

5年愿邀请 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迄今已有近 1.5万名美国青少年通

过该项目来华交流访问，种下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第六届中美友城大会、中美

湾区对话、第四届中美农业圆桌论坛、2024年中国—加州经贸论坛等机制活动成

功举办，为中美民间交往增添新的活力。

中美双方共同搭建更多人文交流的桥梁，才能为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注入

更大动能。今年 11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会晤。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致力于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中方近日宣

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还将继续在签证、直航、支

付等方面推出便利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的举措。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两

国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搭建更多桥梁、铺设更多道路，为两国人民多走动、多来往、多交流提供便利。

鼓岭故事穿越历史至今仍在回响，千年柳杉见证着中美人民友谊的续写与传承。中美双方应进

一步拉紧人民的纽带、增进人心的沟通，书写更多新时期的“鼓岭故事”，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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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石匠就没有古迹保护。历史遗迹修复离

不开专业化的石匠和石雕艺人。”在不久前举行的

德国莱比锡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和改造博览会上，

德国石匠协会会长西比尔·特拉温斯基强调，传统

技艺是文物保护和修复的基石，德国许多行业协会

高度重视手工艺人才的培养。

据介绍，德国石匠协会已成立 75年，下设石匠和

雕塑行业职业培训中心，专为年轻人提供技能培训，

目前德国约有 800名青年石匠。德国木匠协会历史

更加久远，至今仍保留着年轻手工艺人出师后要离

家漫游 3年零 1天的传统，以积累工作和生活经验。

今年是德国莱比锡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和改造

博览会创办 30 周年，此次展览吸引了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 500 家展商参展，呈现出跨学科合作、

多机构联合特点，呼应当前文物保护与修复行业对

多学科人才及全社会参与的需求。

踏入展厅，耳边不断传来敲打声、锯木声，许多

石匠、木匠学徒正在现场展示各种手工技能，并邀

请观众参与互动。来自德国萨克森州的一名小学

生向记者介绍，萨克森州各级学校注重通过跨学科

教学融入与文物古迹有关的内容，并从 1998 年以

来持续推进“学校认领古迹”的计划，以增进青少年

对保护文物古迹的认识。目前，德国不少学校通过

课程设置和项目设计，培养青少年保护文物古迹的

意识和责任感。

汇集德国 53 个手工艺协会的德国手工业中央

协会持续推出各类课程为年轻人提供专业技能

培训。德国手工业中央协会文化部负责人提特斯·

克克尔表示，当前文化遗产领域仍有 61% 的公司面

临熟练劳动力严重短缺问题，文物修复技艺需要传

承发展，“文物保护与修复行业期待更多年轻人加

入”。德国文物修复者协会副会长斯文·陶伯特呼

吁更多手工艺人走进学校课堂，和年轻人分享从事

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的亲身感受、传授专业技能，

为未来积蓄人才。

目前，德国的专业委员会、基金会和学校共同

为文物保护与修复提供长久战略支持。德国古迹

保护基金会是德国最大的民间古迹保护组织，平均

每年支持 600 个项目。与此同时，德国国家古迹保

护委员会负责组织有关遗产保护领域的研讨与对

话，推动出版相关学术成果，并对德国古迹保护政

策产生影响。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具体资助与自

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支持班贝

格大学对德国 10 个历史建筑群进行有关重金属污

染的调查。

技术加快迭代创新，不少企业也积极投身于文

物保护与修复相关技术的研发。瑞士诺夫森公司

创始人马丁·施魏策展示了该公司和瑞士伯尔尼大

学合作开发的激光清洁技术，这一技术已应用于瑞

士国家重要文化财产名录下的布格多夫城堡修复。

“激光清洁可以精确、温和地清除历史建筑上的污

垢，减少对古迹的影响，是可持续的保护方案。”德

国奥塔克公司开发的新一代太阳能屋顶瓦让历史

建筑也能使用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采

用超低电压，大大降低了安全隐患，其外观也适用

于历史建筑的翻新使用。”公司首席执行官凯·布恩

斯多克对记者说。

中方机构和企业积极参展。山西省古建筑与

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与山西博物院以“文化遗产多

学科交叉修复实践”为主题在展会上介绍实践经

验，带来的崇善寺剖切模型展示了传统榫卯结构特

色，吸引许多观众驻足欣赏。专注于美术馆和博物

馆专业照明的瑞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技术原

创性和产品的高质量在德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市

场打下良好基础。创办人高美勤对记者表示：“公

司每一款产品都有自己的国际专利，并赢得了海外

客户的积极认可。” （本报德国莱比锡电）  

德国莱比锡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和改造博览会聚焦文物修复技艺传承

“文物保护与修复行业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
本报记者   徐   馨

    上图：德国年轻学徒展示手工技艺。

    左图：展会现场，德国小学生介绍学校参与的古迹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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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2 日电   （记者李雯）美国

《循环》月刊日前发布的新研究显示，部分植入人

工心脏的患者心肌细胞可以再生。这一发现将有

助开发治疗甚至治愈心力衰竭的新方法。

人体骨骼肌在受伤后有显著再生能力。如果

踢球时撕裂了肌肉，可以休息以促使肌肉愈合。

但成年人心肌细胞的年再生率只有约 0.5%。研

究表明，心肌细胞在胎儿期积极分裂，但它们在人

出生后不久就基本停止分裂，以便将能量投入不

间断泵血工作中，没有时间休息。

目前治疗晚期心力衰竭的常用方法是植入人

工心脏。这种人工心脏名为左心室辅助装置，可

帮助心脏泵血。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将左心室辅助装置植入心力衰竭患

者体内后，收集了这些患者的心脏组织，并追踪测

定其是否含有新生成的细胞。结果发现，约有

25% 的植入人工心脏的患者心肌细胞可再生。

研究人员解释说，左心室辅助装置绕过心脏，

将血液推入主动脉，使心脏基本可以得到休息，这

种休息可能有助患者心肌细胞再生。

新研究：人工心脏或有助患者心肌细胞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