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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中国18岁以下青少年网民达1.7亿，其中，10岁以
下网民占到2300万之多。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网络大环境下，如何为
孩子选择健康优质的网络服务，守护少年儿童的网络净土，成为家
长乃至全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近日，国内首个儿童数字体验系统
性解决方案亮相，旨在守护中国儿童的“数字未来”。

丰富数字体验

当代儿童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早已习惯通
过网络来获取信息、娱乐交流。然而，对于这群尚未成年的特殊互
联网用户而言，正面的引导必不可少。

基于在守护儿童数字体验领域的共识，乐高集团与腾讯日前达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出国内业界首个系统性的儿童数字体验解
决方案。双方关注儿童的数字体验需求，为其提供富有创意并积极
向上的数字化内容，以支持其学习和发展。具体来看，双方针对儿
童可能接触到的网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布局，涵盖短
视频、游戏、社交、智能玩具等多方面内容，为儿童数字体验保驾
护航。

“接下来腾讯游戏将把成长守护平台与乐高游戏对接。”腾讯游
戏副总裁高莉说，腾讯一直希望产出更多优质数字内容，来激活孩
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双方将共同开发、出版发行和运营适合儿
童的、积极健康、充满乐趣和想象的游戏。

加强亲子共建

在乐高生活社区中，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搭建积木或者针对比
赛题目完成目标。通过数字平台，孩子们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
与创造能力，更能建立自信，通过应用程序展示创意并得到他人的
认可。

父母是孩子接受外界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也是最后一道屏
障。家长的引导和陪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
作用。因此，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健康友善的数字平台显
得格外重要。

加强亲子共建，让父母和孩子一起搭建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数字
世界，越来越成为业界共识。有分析人士表示，互联网可以帮助孩
子们学习科学知识、传统文化，协助教育、享受游戏等，有助于解
决很多问题。因此，家长要指引孩子更好地使用互联网，提升孩子

的网络素养，帮助其健康成长。
数字环境下，父母既要意识到儿童需要在玩中学习，也要帮助

儿童在上网过程中学会遵守规则，有效学习，发挥自己的想象，将
创意变成现实，将数字学习能力变成一种核心能力。

呼吁社会关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网络保护指南》带给玩具行业很多启
发。该政策从内容、家长管控、信息滥用与误用处理、不良与非法
信息处理、隐私与控制、安全意识等 6 个领域着手指导企业行为。
乐高集团首席市场营销官朱莉娅·戈尔丁表示：“我们对待实体玩具
和数字体验秉持着同样的安全原则，以富有创意的游戏来启迪孩子
们。通过在全球范围携手合作伙伴和业界专家，我们努力为孩子们
带来积极向上、有益他们健康成长的体验。”

据介绍，乐高集团与腾讯双方分别与致力于儿童保护的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业内人士呼吁，守护儿童数字体验
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积极参与，携手
构建一个健康绿色的儿童数字生态环境。

提起杭州良渚，最耀眼的标签是“玉文明”，一直备受世界
瞩目。随着考古发掘不断取得新进展，宫殿、王陵、古稻田、
古城墙和水坝遗址等逐渐显露真容，特别是古水利工程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有专家表示，良渚古城实证中华 5000 年文明
史，亦体现在其直接反映文明生产力和组织程度的大型工程上。

经调查发掘和分析，确认良渚古城外围存在一个由11条坝
体构成的水利系统，控制范围达 100平方公里，距今已有 5000
多年，具有防洪、运输和灌溉等综合功能，这是世界上最早、
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这一系统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证明了良
渚古国拥有远超酋邦的生产、组织能力，更在于它是中华文化
多源头理论的具象。在它被发现以前，长江中下游文明古国只
是猜测和假说，是西方眼中的“神话”；在它被发现之后，复合
形态的中华古文明将是整个学术界不得不正视的历史。

大数据揭开水坝全貌

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个庞大而又细碎的工程，远远超出了
传统考古学提取信息能力的极限。因此现代考古吸收地质学、
生物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借助碳十四测定、基因检测等技术
手段，成为兼跨文理的“蓝海”学科。而新科技和大数据在良
渚水利工程的探索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良渚古城是个典型的“大遗址”，最初遗址保护面积就达
42平方公里，传统上以点为主的遗址考古力所不及。科学家们
通过制作遗址区DEM（数字高程模型），利用GIS（地理信息系
统） 进行数据分析，不但发现了先前未曾注意的不同时期的古
城墙，还从宏观上了解了良渚遗址区的聚落分布形态。

2009年，刚发现彭公岗、秋坞等处有大型人工堆筑坝体的
时候，考古人员认为是单体水利工程，推测是用于阻挡山区来
水的水坝。正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图片，才确认了鲤鱼山、狮
子山都有人工坝体，并连接到西侧的塘山巨型水利体系。以此
为基础，结合上世纪70年代的图片数据，通过GIS分析确认了
高坝、低坝、天然山体和谷口水库共同构成了超大型的系统水
利工程。

这是天空之眼，也是数据之眼；是考古学以新的手段探索
古代文明，是人类借助科技不断拓展自身的认知边界。

高低水坝构建水上通途

最新的GIS分析认为，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由11道坝
体和天然山脉共同组成，整个水坝系统人工堆筑土方量达 288
万立方米，仅塘山长堤堆筑土方量就达 198万立方米，这是同
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通过水利系统的高、低两级水坝，可以将大量的来水潴留
在山谷和低地内，解除洪水直接的威胁。同时，该系统在运输
上也应具有重要作用。天目山系可以为遗址群提供丰富的石
料、木材及其他动植物资源。但与平原区发达的水网不同，该
地区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水量变化大，夏季山洪爆发，
冬季则可能断流，大多时候不具备行船的可能。通过筑坝蓄水
形成库容，一个连接各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络逐渐形成。

整个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西、北方向形成 12.4平方公里储
水面积，出水量超过6000万立方米。先民以综合系统的思维方
式，不止把水视为威胁，更将水视为通途，即使在今天仍值得
学习。

浩大工程证实古王国

数年前，日本学者中村慎一曾经推测，良渚中晚期的文明
遗迹很少，但他们肯定是存在的。跨越整个时期的良渚文化遗
址，才是良渚文明的主体承担者。良渚古城及水利工程系统的
发现无疑有力证实了这个推测。

宫本一夫在论述良渚玉器文明影响的时候曾说，良渚样式
的玉器研究价值远抵长城，其意义不止是器物的传播，而是以

“具有某种机能的生活样式的一部分”传播了出去。实际上，以
祭祀为纽带维持统治的社会生活样式在与其它地域文明的交融辐射中，融入了中华文
明的主体之中，这就是历史。良渚的水利工程，以其巨大的工程量证实了文明与组织
程度，有力地推动了“良渚古王国”的立论。

过去我们在读到《山海经》中天目山为“浮玉之山”的时候，似乎从未想过，四
字有可能全部都是实指。天目山从地质学考证和出土遗址判断，确实曾经是区域性的
玉器生产中心，而在天目山之下，巨型水利工程支持了玉石的开采、加工和运输。

在去年 12 月召开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世界权威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指
出：“确定中国早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社会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论坛期
间，23位世界权威考古专家考察了良渚古城和外
围水利系统，都对规模巨大的古城、复杂的水管
理系统、精美绝伦的玉器表示赞叹。美国辛辛那
提大学教授弗农·斯卡伯勒表示：“良渚的考古研
究工作不止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
史。”

曾经的“神话”，在科学考据之下逐渐实体
化，成为真实的历史。这或许是我们能从良渚古
城水利工程中看到的，最令人欣喜的东西。

春节临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民间酿酒师加紧按照传
统技艺酿造“包谷老烧”，以备走亲访友之用。图为在湖北省宣恩县椒园
镇黄坪村，酿酒师傅将玉米打堆发酵。 宋 文摄 （新华社发）

本报福州电（记者何璐）《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
理办法》将从今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办法规定，11类
食品将实行“一品一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其中，对追
溯食品生产经营者上传虚假信息的，最高将处2万元罚款。

这11类食品为：粮食及其制品、畜产品及其制品、禽产
品及其制品、蔬菜、水果、水产品、豆制品、乳品、食用油、食盐
以及经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批准的地方特色食品、
其他类别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所谓“一品一码”，指同一品种批次的食品和食用农产
品按照规定的追溯编码规则，赋予唯一的识别追溯码。在
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对追溯食品实行一品一码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制度，在生产 （含种植养殖、加工）、流通 （含销
售、贮存、运输） 以及餐饮服务等环节实施安全信息追溯
管理。

福建省将建立统一的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
台，汇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追溯系统信息，通过编码识
别、身份信息比对等技术手段和验证管理实现追溯食品和
生产经营者等信息共享。

共同守护儿童“数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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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水西镇沙陂村首届“庆丰收·迎春节”民俗文化节举办，切糖片、打糍粑、磨豆
腐、煎油饼、踢键子、写春联、跳绳等传统节目热闹登场，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与村民们共享喜庆盛宴，
共迎新春佳节。图为当地村民正在制作手工糖片，并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近日，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水西镇沙陂村首届“庆丰收·迎春节”民俗文化节举办，切糖片、打糍粑、磨豆
腐、煎油饼、踢键子、写春联、跳绳等传统节目热闹登场，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与村民们共享喜庆盛宴，
共迎新春佳节。图为当地村民正在制作手工糖片，并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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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明孝陵景区的腊梅进入观赏期，盛开的腊梅在
红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娇艳。图为游客在南京明孝陵景区观赏腊梅。

苏 阳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