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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拉萨

“年轻一代如果想要了解西藏
的古建筑，过语言关是很关键的一
步。建筑构件中的许多词汇都是从
藏语创造而出的，有它独特的定
义。”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院原总
设计师木雅·曲吉建才的这番话，
被当时还未常居拉萨的夏于钧深深
记在了心里。

为了补上藏语言文化这一课，
深入了解当地的生活习俗，夏于钧
决定定居拉萨，重新梳理自己的学
术体系。

他对藏族文化的向往由来已
久。去英国留学前，这个苏州小伙
儿就曾千里迢迢赶到稻城亚丁，走
过川西，又走过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的若尔盖县。藏区壮阔的景色、
古老的建筑、甚至是随风舞动的经
幡都令他难以忘怀。攻读硕士期
间，夏于钧进一步对喜马拉雅古建
筑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回国后，
他去上海工作了两年，2016 年
底，在一位正在西藏进行当代艺术
创作的朋友介绍下，夏于钧决定到
西藏工作西藏工作，，在这片雪域圣地实现自在这片雪域圣地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己的人生价值。。

初到拉萨初到拉萨，，夏于钧接触过夏于钧接触过
一些改造上世纪民居一些改造上世纪民居、、饭店的饭店的

工程工程，，他也曾深入喜马拉雅他也曾深入喜马拉雅
腹地腹地，，对那里的古建筑进行对那里的古建筑进行

测绘与记录测绘与记录。。直到直到

与吉本岗拉康相遇与吉本岗拉康相遇，，当夏于钧第一当夏于钧第一
次提次提着着灯进入这座建筑，黯淡的灯
光逐渐映亮墙上恢弘的壁画，他觉
得自己的心跳都变快了。震撼交织
着兴奋，夏于钧决定加入吉本岗拉
康的修复团队，让吉本岗拉康——
这个曾经的拉萨古城地标焕发出新
的活力。

铃声再起

藏文化中，“拉康”指的是供奉
佛像的场所。吉本岗拉康在18世纪
到20世纪的拉萨老地图、老照片中
频繁出现。而在18世纪前后，这里
建起了一座五层高的佛塔，塔顶向
下的4个方向，均用挂有铃铛的铁
链相连。风起时，清脆的铃声在整
个古城上空响起，久久回荡。

然而，吉本岗拉康在历史长河
中也曾数度遭到破坏。

为推进对吉本岗拉康的文化遗
产保护，2018 年，当地政府投入
资金对这里进行全面修缮，先加固
屋顶及地面的阿嘎土，再邀请专业
团队对建筑壁画进行清理，替换已
损毁严重的立柱。夏于钧正是在这
时加入了修复团队，他们要重新挖
掘出吉本岗拉康已隐没于市井之中
的文化属性。

在拉萨老城区中施工，遇到的
困难可想而知。“一方面是古建筑
的水电施工难度大，另一方面是交
通运输不便。我们在防水改造、电

力系统、室内地面加固、安保等方
面都进行了现代化升级处理。面对
诸多限制条件，我们要在保留原来
所有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施工改
造。”夏于钧对本报记者说。

为了更好地挖掘古建的文化底
蕴，并使其服务于公共社区，去
年，当地政府与“醍醐”团队签订
协议，委托该团队以“古建公益性
再利用、共建公共文化场所”的方
式，将吉本岗拉康保护性升级改造
为“吉本岗艺术中心”，也使这里
成为了西藏第一座由古建筑保护性
改造而成的艺术场馆。

“我们想将吉本岗拉康最终呈
现为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因为它还
承载着进行公共文化教育的使命。
在进行灯光系统架设和功能性空间
建造的同时，要保留住与自然和
周边环境和谐共生的精神气质，
这也是藏式建筑的特点之一。”夏
于钧说。

重识古城

今年 7 月，融合传统建筑与现
代设计的吉本岗艺术中心在拉萨揭
幕，并推出了首展——“生长中的古
城”。走过不远处综合批发市场的一
条条街巷，就能看到吉本岗艺术中
心门口现代感十足的廊道。2000张
手工烧制的铜片装饰着廊道两侧，
每张铜片表面被特意烧制出的顺时
针弧形，象征着人们心中的坛城。

雪域高原之上，拥有千年历史
的拉萨古城让夏于钧深深着迷。

“白天，我可以在一个现代化气氛
浓厚的房间里办公，到了夜晚或许
就可以穿梭到一座建于7世纪或者
9 世纪的寺庙。”日月星辰，时空
交叠，浩渺的星空，常常赋予他很
多的灵感。

“这里的人有时也会给我带来
很大的惊喜。艺术的影响往往是潜
移默化的，我们可能会把一些艺术
形式归为传统艺术、当代艺术等，
但对于生长在这里的藏族同胞而
言，这或许就是他们日常的饮食起
居。生活本身有时也会成为随性创
作的主题和灵感，它不需要被定
义，你只要去静静欣赏就好。”夏
于钧说。

作为西藏大学建筑系的外聘老
师，夏于钧正在引导学生重新认识
自己身边的古建筑。夏于钧说：“以
前我教课的时候，发现学生在课上
画的都是国外的著名建筑，他们常
常会忽略家门口那些看起来毫不起
眼的老建筑，但这很可能就是一处
千年古迹。想要帮助大学生完成这要帮助大学生完成这
种心理转变种心理转变，，也需也需要学生在中小学要学生在中小学
时就打下美育教育的基础时就打下美育教育的基础，，更深层更深层
次地了解这座养育他们的古城次地了解这座养育他们的古城。。如如
今每周五附近的小学会组织学生去今每周五附近的小学会组织学生去
艺术中心参观艺术中心参观，，我们也在策我们也在策
展上花了许多心思展上花了许多心思。。如果学如果学
生看过后觉得震撼甚至受到生看过后觉得震撼甚至受到
了启发了启发，，那就是我们最开那就是我们最开
心的时候了心的时候了。”。”

新华社天津电（记者白佳丽）“不是回家种
地，而是去看更广阔的天地。”28岁的张建芳这样
解释自己回乡变身新农人的原因。

2018年，即将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博的张
建芳，却决定回国。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多后，她
又选择回到家乡天津市宁河区芦台街道当“农
民”，将新农人思维运用于现代农业，推广天津小
站稻。

宁河是天津的农业大区，而小站稻是我国著
名的优质水稻之一，因天津水量减少而逐渐衰
落。如今，张建芳看中了天津再次振兴小站稻的
机遇。

然而创业最初的路，多数是艰难的。“2020年
初回到宁河，很快就赶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张建
芳看着流转来的200多亩地干着急，工厂建设、销
售渠道也毫无头绪。

很快，在政府的帮助下，张建芳流转来的土
地开始了播种。她跟着农民下地“学习”，农民是
她最好的老师。

销售，是张建芳要面对的第二个难题。“当时
没有销路，首先想到了电商。”张建芳说，她开始
一步步从微信群、小程序做起，并逐渐开设淘宝
店铺，与线下商超合作。

如今，张建芳所在的天津金世神农种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小站稻已经在当地打响了知名度。为
了更好地拓宽销路，她还不断参加农业领域比
赛，并去杭州学习了直播电商培训讲师课程，团
队也增加到了6人。

贾鑫作为天津奥博七里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有着与
张建芳一样的经历。16岁出国到澳大利亚的他，2012年决定回到家乡
宁河从事现代农业。

回国后，贾鑫在宁河区七里海湿地边承包了土地，开始养殖七里
海河蟹。在七里海湿地旅游业火热的带动下，贾鑫的河蟹销售火爆。

2015年，天津市决定将原七里海湿地公园关停，2017年开始彻底
整改。贾鑫的河蟹一下子没有了销路。贾鑫说，面对困难，他开始利
用互联网拓宽销路。凭借着河蟹的品质，订单销得越来越远。

如今，他已经实现小站稻与河蟹绿色混养，带动了当地278户蟹农
增收致富。

有人说，新农人离土地太远，然而总是一身工装的贾鑫，8年来几
乎每天都要去地里看看。“新农人离农田的远近不是具体指标，而要看
是否在为农业做实事。”贾鑫说。

“新农人带领‘老农人’不断学习新知识，‘老农人’反哺新农人
传统经验，这样农业发展才有内生动力。”天津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宁
河区分校校长唐立安说。

在江苏淮安海创空间园
区 里 ， 有 一 位 年 轻 的 创 业
者，他就是交大环境保护研
究院 （江苏） 有限公司总经
理苗涛。

童年的日子，苗涛是在
下河摸鱼、田间嬉戏中度过
的。长大后进入城市生活，
他意识到一些地方在发展经
济 时 是 以 牺 牲 环 境 为 代 价
的，这让他感到痛心。

在国外学习时，苗涛也
体会到了当时国内外在环境
保护方面的差距，看到了中
国在环境治理技术方面存在

的不足。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 业 “ 五 位 一 体 ” 总 体 布
局， 明 确 提 出 大 力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 努 力 建 设 美
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 展 。 回 国 后 的 苗 涛 意 识
到，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发挥自己多年所学、助
力绿色发展大有可为。2018
年，苗涛开始创业，从事环
保领域中的土壤修复和生态
修复等。

交大环境保护研究院由
苗 涛 和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苏 北
研究院共同出资组建，初衷
正 是 基 于 对 技 术 创 新 的 重
视。自成立之初，苗涛与团
队就将与上海交通大学的产
学研融 合 转 化 作 为 发 展 的
重要途径。

创业过程中，很难拥有
轻松的时刻。成立之初，公
司只有他和一位合伙人，并
且面临着无启动资金、无办
公场地、无市场渠道的“三
无”窘境。淮安留创园伸出
援手，帮助公司申报人才项
目，通过层层选拔，苗涛被
选为 2019 年“淮上英才”A

类 创 业 领 军 人 才 ， 获 得 80
万元资金补助；园区还提供
办公场地，为团队解了燃眉
之急。

凭借先进技术和服务理
念，苗涛团队在淮安迅速站
稳了脚跟，成为安邦电化、
清江石化等数十家大型化工
企业的环保供应商，并承接
了多个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
的环境监测服务。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尚在发展初期的苗涛
团队遭受巨大冲击，公司超
过4个月无法盈利。了解到企
业的困难，留创园为他们免

去了房租，节约了公司运营
成本。

在此期间，苗涛带领团
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加大
研发投入，积极申报科技项
目，并作为唯一一家民营企
业获批 2020 年度淮安市科技
局自然基金指导性项目。而
伴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苗涛团
队又重新走上了快速发展的
轨道。

“淮安是我的家乡，也是
一片干事创业的热土。希望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都能够
成就自己的事业。”苗涛说。

在 西 藏 拉 萨 ， 从 大 昭 寺 出
发，穿过八廓街古老街巷里熙熙

攘攘的人群，就会到达小昭寺，旁边
便是被称为“吉本岗”的生活社区。

这里因清代古建筑“吉本岗拉康”而得
名，作为拉萨现存的唯一一座坛城结构
古建筑，吉本岗拉康的修缮工作一直引
人关注。

修复团队中，“90后”建筑师夏于钧
是个海归，他毕业于英国伯明翰设计艺
术学院，从2016年来到拉萨后，夏于钧
花了3年多时间，重新雕琢这座古建筑的
每一个细节。

拂去尘沙，当光影透过这座已有几百
年历史的建筑，斑驳的壁画仿佛在静静
地诉说。夏于钧意识到，他应该留在这
里，“聆听”这些藏地古老建筑历史深处
的回响。

在拉萨修在拉萨修古建筑的留英古建筑的留英海归夏于钧海归夏于钧——

读懂古读懂古城背后的城背后的
藏地藏地密码密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亚孙亚慧慧

11月29日，“海创南通·智赢
未来”2021年南通市首届海外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领军峰会在南
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峰会从今
年 6 月开始筹备，共征集到海外
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30余个，涵
盖生物医药、物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多个领域。经过激
烈角逐，共遴选出获奖项目 10
个，获奖项目与南通市各园区签
订《项目意向合作协议书》，将为
南通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随后举行的首届海外高层
次人才创新创业论坛上，5 名海
归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南通是我的家乡，这里为海
归提供了优质的创新创业环境，
有一系列含金量高、竞争力强的
扶持政策，我有信心与团队在这
里闯出一番事业。”南京慧筑研究
院院长吴旭是本次人才创业项目

角逐的一等奖获得者。他的“基
于 BIM、GIS、5G、IOT、数字
孪生技术在苏北灌溉总渠及入海
水道特大桥项目中的一体化智慧
应用”项目，成功与南通星中国
际青创园签订了《项目意向合作
协议书》。吴旭表示，该项目系统
以“智慧”实现“智控”，可以持
续推动南通乃至江苏水域桥梁监
管高能高效，也可以进一步促进
产业集聚。

“对于外地来到南通创业的海
归来说，首先关注的是安家落
户。我们希望能在南通结识更多
优秀的朋友，在这里获得归属
感。”带着项目签约南通智能感知
研究院的海归韩慧杰说，南通拿
出了很多诚意满满的政策，为人
才来此创业提供支持，对于在这
里的发展前景，他充满期待。

（业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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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孙亚慧） 11月
28日，第二届吉林海归青年论坛
暨吉林省海归青年创业园揭牌仪
式在长春市至远创谷双创园区举
行。本次活动由吉林省归国华侨
联合会、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
吉林省青年联合会主办。

据了解，吉林省海归青年创
业园成立于2018年，最早位于长
春电子科技学院内，此次海归青
年创业园在至远创谷产业园揭牌，
是创业园在面积、区位、环境、团
队、服务等维度的全方面升级。

在未来，创业园将致力于构
建集培训与服务于一体的孵化体
系，为会员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
创业氛围，吸引更多的海内外人
才到园区就职、创业、发展。

揭牌仪式上，至远创谷双
创园、吉林省海归青年创业园与
长春斯纳欧软件有限公司、德国
引诺国际创新中心、吉林省创业
促进会、一明（上海）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吉林省青山投资有限公
司、吉林股权交易所等 6 家公司
现场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第二届吉林海归青年论坛
暨吉林省海归青年创业园揭牌仪式举行

第二届吉林海归青年论坛
暨吉林省海归青年创业园揭牌仪式举行

吉 林 长 春

首届海外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领军峰会举行

江 苏 南 通江 苏 南 通

◀张建芳正在检查产品。

▶贾鑫正在直播。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苗涛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创业资讯

▲夏于钧（右一）正在参与吉本岗拉康的修复工作。
（本文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吉本岗拉康建筑内部的壁画吉本岗拉康建筑内部的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