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2015年6月23日 星期二 要闻
责编：孙 懿 刘 峣 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本报北京 6 月 22 日电 （记者赵
珊） 今天，记者从北京市旅游委获悉：

“端午”假期，北京 160 家主要景区累计
接待游客400万人次，与上年持平。

其中，天坛公园累计接待 14.7 万
人次，同比增长 8%；故宫接待 13.9 万
人次，同比增长 4.9%；圆明园接待

12.1万人次，同比增长 26.3%；颐和园
接待11.7万人次，同比增长15.4%；八
达岭长城接待 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3 天假期，北京旅游市场主要
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旅游文化主题活
动特色凸显；二是近郊游、乡村游、
自驾游仍是主力。

本报北京 6 月 22 日电 （记者刘
毅）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监测，今年第
8 号台风“鲸鱼”于今天 18 时 50 分前后
在海南省万宁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有 10 级，风速 25 米/秒，
中心最低气压 982 百帕。这是今年首个
登陆我国的台风。

中央气象台预计，“鲸鱼”登陆后，
将穿过海南岛东北部进入琼州海峡，并
将于 23 日早晨到上午在广东徐闻到湛

江一带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
带风暴级（8—9级）。22日20时至23日20
时，南海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东
部、海南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沿
海有7—8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
海面和地区风力可达9—10级。南海东部
海面、北部湾西部有6—7级大风。广西南
部、广东中南部、海南有大到暴雨，其中，
海南中北部、雷州半岛西部、广西南部沿
海有大暴雨（100—200毫米）。

“我的中国养母的心像水一样清
澈，没有一个污点，她抚养我没有任何
所图……养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
了我这个侵略者的孩子。”今年73岁的
前日本在华战争遗孤中岛幼八说起他
的中国养父母不禁失声哽咽。

中岛近期出版了一本名为 《何
有此生》 的回忆录，讲述在中国的
点点滴滴。他操着黑龙江口音的汉
语告诉记者，出书是为了回报中国
人的养育之恩，让日本人重温这段
历史，了解真正的中国人。

中岛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的3个
养父。第一个养父叫陈玉贵，一个
朴实的东北农民，打长工为生，一
直将他视若己出，疼爱有加，但在
中岛 8 岁时因病去世。养母带着中
岛，改嫁第二个养父李希文。12 岁
那年，中岛染上重病，父亲用牛车
拉着他，费尽周折寻医问药。第三

个养父叫赵树森，是卖苦力的驼背
码头工人，每个月给他 15 块生活
费，供他上学。

中岛认为，这段应被铭记的中日
交往佳话，日本国内却鲜有人知。“像
我这样的战争遗孤一共有3000多人，
不少已经离世，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中岛说，“我写的都是最朴实的中国
老百姓。他们自己也很穷苦，他们收
留我，没有私心，就是善良。”

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
会上的讲话中说：日本人民也是那
场战争的受害者。抗日战争结束
后，中国人民以德报怨，帮助百万
日侨重返家园，把数千名日本战争
遗孤抚养成人，显示了中国人民的
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

中岛说，近些年来，日本媒体
总是抹黑中国，导致日本人对中国
有很多误解和怀疑。

“其实，日本老百姓也很善良，
善良的人也要有主见。国内出现一
撮军国主义分子，大家随大溜的
话，整个国家都成了军国主义。”中
岛说，今年正值战后70周年，“安倍
现在着急推出安保法案，不反省历
史和战争。我的书也是战争受害者
的故事，有一定现实意义。”

（据新华社东京6月22日电 记
者沈红辉、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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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桑植民歌唱响米兰世博会

“我要让日本人懂得中国人的善心”
——一个日本战争遗孤的回忆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台风

“鲸鱼”跃上海南万宁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台风

“鲸鱼”跃上海南万宁

近日，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宣布，三峡船闸和葛洲坝船闸5月通过货运量双
双破千万吨，与4月相比均有所增加。今年1至5月通过货运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均呈增长趋势。

图为6月22日，船舶行驶在三峡大坝上游水域。 郑家裕摄 （新华社发）

三峡船闸月通货量破千万吨三峡船闸月通货量破千万吨

从“黯然无色”到“形色兼备”

新型印刷术让3D打印活起来活起来
本报记者 余建斌

“端午”假期北京接待游客400万人次

本报电（王建军） 6月 21日
是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湖南活动周
张家界风光推介日，著名旅游胜
地张家界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名
片，在中国馆精彩亮相。

推介日当天，中国馆里随处
可见张家界的摄影图片、风光视
频，张家界的经典桑植民歌也在

开幕式上回荡，张家界独特的砂
石画《天门》被中国馆收藏。意
大利《世界中国》杂志以封面和
30个版面的篇幅，重磅推介张家
界，杂志因其中意双语和资料详
实而在中国馆受到各国游客的热
捧。

80岁的意大利老人坦帝应邀

参加张家界风光推介活动。他是
意大利家喻户晓的远征英雄。从
1968 年以来，他曾 13 次完成了
丝绸之路的远征。他在张家界风
光推介日上向各国朋友热情推介
了美丽中国、美丽湖南，并表示
将率团向意大利和世界推介锦绣
潇湘和美丽张家界。

最近，一段“酷炫”的网络视频火了：一个刚刚3D打印出的白色猎豹
模型，缓缓浸入飘着彩色薄膜的水池，当它再次浮出水面，身上竟“长”出
色彩逼真的皮毛、眼睛、耳朵、尾巴。如今，视频的网络点击量已经超过50
万次，“围观”的科技媒体纷纷“点赞”，称这是一项“疯狂的”、“不可思议
的”发明。

这个奇幻的发明出自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据介绍，视频中展示的是一种新型
印刷术——点对点“瞄准”三维物体精确上
色。

给三维物体穿“彩衣”

主持该项研究的浙江大学周昆教授说，
面向个性化定制的3D打印，在花纹、颜色实
现方面始终“个性”不起来。尽管一些工业级
3D 打印机能够支持彩色打印，但设备价格
昂贵，打印成本高、速度慢，而
且只限于极少的材料。

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
项合作课题中，周昆教授主持
的团队对传统水转印技术进行
了革新，提出了全新的计算水
转印刷技术，解决了为三维物
体进行精确上色的难题。

“水转印是当前在工业上
被广泛应用的曲面上色技术，
但只能用于对精确性没有要求
的上色任务。我们通过计算机
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让
水转印能够‘瞄准’，为三维物
体 穿 上 任 意 设 计 的 彩 色‘ 外
衣’。”周昆说。

这一技术的核心是通过计
算机将三维设计稿“降维”成一个二维的“展开图”。为此，课题组在国际
上首次对水转印过程中水转印薄膜的形变进行了物理建模，从而得到三
维设计图与膜上的每一个点的映射关系。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课题组开
发出一套用于实际着色的自动原理样机。

精确计算完美“贴膜”

课题组成员、博士生张译中对打印全程做了演示：设计师在电脑上
完成一张人脸的 3D纹样设计后，课题组开发的软件会快速计算生成一
个二维“展开图”。之后，喷墨打印机打出一张印有“展开图”的水转印薄

膜。将薄膜放在静止的水面上，
将需要上色的人脸模型浸入水
中，神奇的现象发生了：薄膜逐
渐包裹住了人脸模型，颜料完
美附着、丝毫不差。

“这是一种完美精确的自动
‘贴膜’。”周昆说，对于更为复杂
的物体，课题组还设计了多次上
色方法，保证物体表面上每一处
都被着色，避免叠色现象。

浙大机械与工程学院贺永
副教授认为，3D“造物”，必须同
时解决好“形”与“色”的问题。有
了颜色和纹理，它的表现力才会
增强，这项发明的重大价值就是
解决了图像的精准对应。

各种材料一概“通吃”

斑马、茶杯、汽车、地球仪……在实
验室，记者看到了许多经计算水转印技
术上色的3D模型。据了解，这项计算水
转印技术的适用材料范围极广：金属、
塑料、木头、陶瓷、橡胶等一概“通吃”。

虽说这项发明的出发点是解决3D
打印“黯然无色”的难题 ，但它的应用
范围实际上超越了 3D 打印的范畴，可

以面向任意的三维物体，即使不是3D打印出来的。
据悉，这项研究成果的相关论文已被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界的顶级会

议录用。周昆认为，有了这种从虚拟世界到物理世界的对应关系，未来的
技术开发将有更大的想象空间。“着色，也许只是其中的一项应用。”

减了减了77亿人亿人，，还有还有70007000万万

26岁的小伙子兰金祥背着几个月大的儿子，两条红布带交叉打在胸前。他的身
后，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茅草房，木条上挂满被烟火熏黑的毛絮，所谓的“门”
就是一块由竹篾编成的“板”……

这是记者近日在国家级贫困县贵州荔波采访时见到的一幕。时至今日，我国西
部山区依然存在类似的贫困景象，与之印证的是一组沉重的数字：当中国跃居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东部发达省份“富可敌国”的同时，我国每天收入约1美元的贫困
人群超过7000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走出一条广受
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从1978年到2014年，累计减贫逾7亿人。随着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

““多多、、广广、、深深””现状不容乐观现状不容乐观

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贫困人口数量多。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其中河南、湖南、广

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
贫困区域分布广。全国不仅有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而且除京津沪 3 个直辖市

外，其余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
贫困程度依然深。全国还有20多万人用不上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

水”，全国还有7.7万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不通客运班车。在83.5万个自然村中，不
通沥青 （水泥） 路的自然村有33万个，占39.6％。贫困人口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比
重超过40％，需要搬迁的贫困人口近1000万。

扶贫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扶贫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与过去相比，同样的投
入、同样的方法难以取得应有的“产出”。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从粗放“漫灌”到精细“滴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致贫原
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
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握拳出击”。“每年各行各业的扶贫资金不少，但我们
以往条条管理的方式，使得钱到了地方比较分散。就像烧水，总是在摄氏五六十度。”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坦言，“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把全部资源集中起来。”

——从政府“一己之力”到全社会“共同面对”。从去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
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1017”谐音为“邀您
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从“可有可无”到“硬性考核”。“以前地方上政绩考核多以GDP论英雄，扶贫
工作干得好没奖励，干得不好也没有处罚。”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
三贵说，随着各地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
成为考核“硬指标”，扶贫开发将从“可有可无”转为“主要工作”。

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
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
深刻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并不是所有人都
达到同样的发展阶
段，东部地区的小康
标准和西部地区的
肯定不一样。”汪三
贵表示，“比较现实
的 目 标 是 ，到 2020
年，目前 7000 多万贫
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
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
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
务 教 育 、基 本 医 疗 和 住
房。”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
电 记者林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