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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谷雨祭祀仓圣典礼和
201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仪
式”，4 月 19 日在文字始祖仓颉的故
乡——陕西白水县仓颉庙举行。

“一带一路”和“汉字文化”研
究领域权威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国
内相关文化人士、仓颉后裔、留学生
代表以及当地群众约两万人参加本次
活动。

上午9时50分，按照白水当地风
俗，首先祭拜仓颉，以表达对仓颉精

神的敬仰。主祭官祭拜后，取卷轴诵
读祭文。在古琴声中，20 名儿童双
手高举千字文竹简，跟随背景音乐朗
读《千字文》。

据介绍，2016“一带一路”年度
发布的汉字是“和”，意寓着“一带
一路”和谐共处、和谐发展，同时大
屏幕展示了由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著
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
澍 先 生 特 意 为 发 布 仪 式 所 书 写 的

“和”字。

随后，十几位墨舞演员用写意的
方式表演“百家姓”舞蹈；同时，大
屏幕中出现了一个徐徐拉开的画轴，
展示着一个个书写的“百家姓”文
字；仓颉庙内，百位书法家依次落
位，开始书写百家姓，并向现场观众
展示作品。在“物华天宝”章节，以
视频和舞蹈的形式展示百家姓果园和

“四圣”文化，通过人物造型、舞蹈
风格及服装的变化来体现雷公造碗、
杜康造酒、仓颉造字、蔡伦造纸等内
容，展现白水深厚的文化底蕴。最
后，由儿童、演员、相关国家留学生
和书法家代表上台，释放有“和”字
的气球。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白水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专家座谈会”，来自国
内的专家学者就白水的文化旅游等发
表了意见和建议。

本次活动紧紧围绕“一带一路”
大格局，携手“一带一路”和“汉字
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著名专
家、学者，并得到我国著名语言文字
学家、汉语拼音之父、现年111岁高
龄的周有光先生的支持和关注。

相关链接

仓颉，相传5000年前出生于今天
的陕西白水县境内，在洛南县保安镇
洛河岸边的元扈山下，仰观奎星，俯察
鸟迹，指掌而创 28 个字，其刻有 28 字
的石碑保存于洛南县博物馆。仓颉造
字传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陕西白水县谷雨祭仓颉

“和”成为“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石俊荣

陕西省知识产权工作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27 日上
午在陕西省政府新闻发布厅发布
了 《2015 年陕西省知识产权保护
状况》。

发布会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主任周维军主持，陕西省
知识产权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杨
行云对《2015年陕西省知识产权保
护状况》进行了深入介绍和解读，
并与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
长郑成瑞和陕西省版权局副局长
沙庆超共同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杨行云在发布会上介绍：“在
陕西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陕西
省知识产权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密切协作，认真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

“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
科学管理”的方针，着力强化知识
产权运用和保护，不断加快创新型
省份建设的步伐，2015年陕西省知
识产权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杨行云说：首先，陕西加强
全省知识产权工作顶层设计，制
定 《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
计划 建设创新型省份知识产权工
作方案》，完成《陕西省知识产权工
作（专利）“十三五”规划》；其次，创
新开展知识产权工作，全面推进重
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在全国
率先开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培
育，加快培育陕西省优势特色产业
知名品牌，西部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获得银行30亿元战略授信，国家军
民融合特色知识产权运营平台挂牌运行；其三，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的打击力度，开展食品、药品农资、建材、汽车及
其配件等重点领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 15.8万人次，检查
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单位9.5万余户次，查处案件1.49余万件。

据杨行云介绍，在专利上，陕西全年申请专利74904件，同比增
长 30.2%。授权专利 33350 件，同比增长 46.1%，每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 6.021件，同比增长 28.6%，居全国第七位，中西部首位。全年
专利权质押金额12.5亿元，合同登记数258件，居全国第一。全年共
开展专利行政执法检查43次，办结专利行政案件567件。

在商标方面，截至 2015 年底，陕西省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超过
16.92 万件，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105 件，陕西省著名商标 3008 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67件。马德里体系国际注册商标累计 148件。全
省工商系统立案查处商标违法案件314件，罚没款213万元。

版权方面，陕西省全年审核备案版权合同620件，登记作品1808
件，输出图书版权 40种，引进图书版权 259种。组织开展了打击网
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的“剑网2015”专项行动。

杨行云说，在文化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陕西省各级文化行
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办结案件 528件，其中移交案件 73
件，调解案件54件，办结率达100%。

在标准化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陕西全年新增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10个，主导制定国际标准1项，制定地方标准45项。截至2015
年底，陕西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总数达到60个，位居西部第二；累
计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17 项，位居西部第一；已制定国家标准 980
项、行业标准1446项、地方标准1020项。

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方面，陕西省加大对进出口环节侵犯知识
产权货物的查处力度，集中销毁各类侵权盗版制品及非法出版物。
医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跟踪保护期限即将届满的国外药品专
利，受理即将到期国外专利品种药品注册申请36件。植物新品种保
护方面，开展打击侵犯林业植物新品种权专项行动和农资打假专项
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 32709 人 （次），检查农资企业 43126 个

（次），整顿农资市场9039个 （次），查处农资案件362件，查获假劣
农资22.6万公斤，挽回经济损失1017.25万元。

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杨行云介绍，陕西公、检、法三机关依
法办案，及时化解知识产权纠纷、严厉打击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公安
机关侦破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232起，抓获知识产
权犯罪嫌疑人337名，涉案总价值1.3亿元。检察机关批捕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21件36人，起诉32件55人。人民法院审结刑事知识产权案件
32件、判处被告人58人；审结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1118件。

最后，杨行云强调说：“2016年，我们将按照陕西省委省政府的
统一部署，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支持陕西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陕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省份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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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伯曼、日本学
者岛津训一和哈萨克斯坦女博士索菲
娅·乌舒罗娃三位学者耗时多年，遍
访陕西境内丝路遗迹，或是真实记录
秦人生活与性格的奇妙，在他们眼
中，悠悠古城、丝路起点，拥有访不
完的遗存、述不完的情缘，这片土地
的方寸与点滴，吸引着他们向世界讲
述丝路起点上的人与故事。

他们分别用母语写下数十万字，
集结成《外国人眼中的陕西》系列图
书，以中、英、日、俄四国文字出版，首
次以外国人的视角，向世人介绍丝路
文化之博大，并讲述当代秦人的工作、
生活与情感。

被西安的魅力所吸引

英国学者爱德华·伯曼，生长并受
教育于英国剑桥，后曾在意大利生活
了 25 年，2003 年起在北京生活，足迹
遍及中国大江南北。在他眼中，陕西厚
重的历史文化才是自己一直寻觅的中
华之根，他在这里寻访丝路拓荒者，秦
皇汉武的足迹，研究西安城的历史沿
革、宗教变迁与街巷名称，体味昭陵六
骏里的文化之殇……“西安是一座特
殊的城市，很庞大，城内外的那些建
筑、帝王陵墓前的雕塑，几乎宏伟到不

可思议，我被这种壮阔所吸引”。
这些年来，伯曼将一个外国人对

陕西历史文化的种种理解和感悟诉诸
笔端，20 万字的 《长安向西，罗马
向东》 最终以中英文两个版本面世。

“现在，陕西境内许多文化遗存不为
外人所知，我希望更多人能关注那些
地方，了解到昭陵、茂陵……真正去
体会、感受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

与陕西结下不解情缘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索菲娅·乌舒
罗娃是陕西媳妇，嫁到中国 12 年，

生了6个孩子。如今的她，是“丝绸
之路法律服务中心”创始人，2014
年，索菲娅·乌舒罗娃因拍摄系列纪
录片 《丝路上的陕西人》，被授予哈
萨克斯坦国立阿里·法拉比民族大学
最优秀年轻学者称号。她笔下的《丝
路好时光——哈萨克斯坦女博士的中
国情缘》讲述了异国女博士在西安甜
蜜而坎坷的爱情之旅。

索菲娅说：“陕西就是我的老
家，当出版社约我写这本书时，我想
给我的子女们留下一本备忘录；对于
那些即将与中国男子一道步入婚姻殿
堂的外国女人，这或许会成为一本入

门参考书。”
日本学者岛津训一花甲之年来到

中国，在当年曾遍布日本遣唐使的长
安落脚，16 年来，他在西安多所高
校执教日文和英文，培养学生无数。
经过 16 年的古城生活，岛津训一看
上去已经与普通西安市民无二，他持
续观察陕西文化与陕西人，将生活中
发现的中国人的特质整理并写下 14
万字的 《我们彼此还不太懂》，描述
了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同源之处与差
异。

以独特视角讲述陕西

《外国人眼中的陕西》 系列丛书
邀约曾在陕工作生活的外籍专家学
者、知名人士，用其母语和叙事方式
记述在陕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以外国人的视角，以作者的亲身经
历，客观真实、图文并茂地讲述中国
社会发展变化故事，介绍陕西古老魅
力和现代活力，以期让世界更加乐
于、便于了解中国，读懂、喜欢陕
西。

今年下半年，还将推出美国、巴
西、德国等国作者的第二辑图书。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认为，爱德
华·伯曼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宏观理解
观察长安；岛津先生和索菲娅女士则
以人生经历来展示一个人和一条路，
两大洲和一条路的故事，这两个角度，
使这套书极具可读性和深度。他认为，
在现代文明交汇的时代，书籍依然是
文明交流成本最低、信息量最大、思考
程度最深的一种文化产品，这是陕西
省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对接国际话语
体系的一次尝试。

外国人眼中的陕西②：

洋学者述说丝路情缘
吴绍礼 职 茵

本报电（吴绍礼、刘世文） 近日，陕西旬阳县人民检察院利用“互
联网+”学习模式，运用旬阳检察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
体搭建起互动学习的新平台，拓宽创新“两学一做”学习途径，通过在
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源源不断上传党章、党的历史、
革命先辈、先进典型、时代楷模、《准则》和《条例》等党规文件、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主流媒体评论员文章、官方公众号重点文章等
学习内容，学原文、悟原理，方便干警见缝插针学习，做到工作学习两
不误，收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学习效果。

陕西旬阳县人民检察院还认真制订长期的学习教育方案和推进落实
计划，进一步明确了组织责任、
学习内容、教育方式、目标任务
等方面要求，确保人员、时间、
内容和效果“四落实”。

该学习教育平台受到了其他
检察院的广泛认可和学习，也确
保了在创新丝路研究领域里的检
察院工作系统更加完善，做到小
城市也有大作为。

陕西旬阳县检察院：

搭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平台

此 刻 是 晚 上
10 时 30 分，陕西
省西安市阎良区凤
凰东路上的电子商

务运营中心还亮着灯，中心负责
人任战鹏正在电脑上和海南三亚
的刘军讨论甜瓜代理的相关事
宜。制作图片，发送资料……不
大的房间里不时传出敲击键盘和
QQ提醒的滴滴声。

自 2015 年成立电子商务运
营中心，任战鹏作为负责人，带
领 50 多个年轻人一起在网络上

宣传家乡农产品，自2月底阎良
时光温室甜瓜上市以来，运营中
心就将1万多盒优质甜瓜顺利销
售了出去。

从此这个个头不高其貌不扬
的小伙子开始在微博上以“小农
哥”为名宣传家乡甜瓜、相枣、早
春菜等，让很多外地人了解到农
业也是阎良的一张名片。“有段时
间相枣卖的特好，他们都叫我大
枣哥呢，我们自己也能动手创造
丝路上的绿洲经济。”任战鹏仰着
憨厚的脸庞无比自豪地说道。

本报电（潘伟朝、邵卫青） 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宝鸡继西部大开
发、关天经济区规划之后，面临的又
一重大历史机遇。4 月 9 日，在安徽
合肥国际会展中心第八届世界养生大
会的主会场上，陕西宝鸡市代表团从
中国驻联合国健康推广大使吴鹏手中
接过了“中国健康养生城”的奖牌，
这是宝鸡市又一张闪亮的新名片。

近年来宝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发展健康养生，在陕西率先启动健
康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并制定出台“三
年规划”，提出了改善健康环境，形成

健康共治格局，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三
大任务。在宝鸡市卫生计生局的指导
支持下，使健康养生事业成为宝鸡市
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工
作，形成了政府大力支持推动、养生协
会组织实施、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促
进健康养生事业发展的格局。

世界养生大会组委会通过多次考
察、调研、审核，一致通过授予宝鸡
市“中国健康养生城”荣誉称号，并
在开幕式上隆重授牌，宝鸡市是世界
养生大会连续八届以来唯一被授予此
项殊荣的城市。

宝鸡获“中国健康养生城”称号宝鸡获“中国健康养生城”称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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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人晨练成习惯
每天骑行大散关。

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现场。 杨旭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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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发布会现场。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发布会现场。

留学生释放“和”字气球。留学生释放“和”字气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