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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墙内风光好

站在大同古城城墙上向内看，四大街、八小巷，
七十二条绵绵巷，满眼是古色古香的临街商坊、四
合院，还有华严寺、善化寺等古庙大寺以及代王府
等珍奇古建。古城内有不可移动文物 134 处，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1 处，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8项，各类博物馆 11座。

现场演绎的小提琴琴声悠扬、唯美动听；摆摊
的小伙儿正在为游客画人物素描，妙笔生花；再现
云冈石窟飞天造像和壁画元素的飞天舞，灵动优雅，
曼妙多姿……大同古城东南邑历史文化街区集结了
众多文旅新场景、新玩法，多次火爆“出圈”，吸引
游客前来打卡。

据悉，东南邑有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数十
处，是古建、文物十分密集的历史文化街区。在严
格遵循原有街巷肌理的前提下，大同市对东南邑进
行了绣花式的“微改造”，既尊重街区的历史格局、
文化风貌，又恰当地加入现代设计元素，让古韵新
风充分融合。

同时，东南邑还汇聚了艺术展馆、文化沙龙、
文艺工作室、客栈民宿、主题餐厅等多种业态，将
具有文化气息的生活方式融入到历史街巷和院落，
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漫游式生活街区。艺术季、读书
会、文化沙龙、生活美学市集……东南邑吸引了众
多市民游客，成为大同古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大同市以“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
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的城市建设思路，
统筹兼顾古城保护和新城开拓。如今，在周长 7.24
公里的古城墙内，既有从辽金到明清时代的古建筑
群落，也有充满现代气息的文化业态，古今交融，
多姿多彩。

千年石窟年轻起来

日前，以大同市云冈研究院为登记主体的“云
冈石窟第 13 窟石窟本体三维模型数据集”在山西省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平台完成数据登记，这意味山西
首张“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落户云冈石窟。

这一“证书”是利用云冈石窟“数据要素”资
源，应用现代数字技术，实施“数据资源汇聚融合，
赋能文物保护利用”的一项重要成果。该数据集可
应用于文物数字资源资产存档管理、考古研究、助
力文物监测、保护修复、文物展示陈列、文物发展
等多个层面，有效地促进了数据要素的充分流动和
价值实现。

数字化技术为云冈石窟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强
大支撑，让古老的文化遗产从现场延伸到线上，年
轻起来。

云冈石窟的第 12 窟内有数十件乐伎、乐器雕刻，

精美绝伦，艺术价值高，是闻名海内外的“音乐
窟”。从 2016 年起，浙江大学与云冈石窟研究院合
作，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音乐窟”做高保真三
维数字化数据采集；再用 3D 打印技术以 1:1 的比例
进行精准复制，让“音乐窟”成功“分身”，生动

“再现”。同时，合作团队还创新性地采用积木式的
复制、组装方式，实现运输、移动和再组装的方便
快捷，让“音乐窟”真正“动”起来、“走”出去。

在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展厅，游客戴上
VR 体验设备，一座座石窟、一尊尊雕像还原在眼
前，十分逼真，让游客真切地感受到云冈石窟的恢
宏与精美。

云冈石窟先后实施完成了典型洞窟数字化建模
与三维信息系统构建项目和数字化采集项目。目前，
云冈研究院与高校合作，以三维数据为基础，利用
3D 打印技术，已完成对第 12 窟在内等多个石窟的等
比例复制，实现了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展示。

此外，大同市还启动了大同善化寺、华严寺、悬
空寺、沙岭北魏壁画墓壁画等 17 个数字化保护项目，
实施文物数字化保护创新工程，建立文物数字化档
案，并通过线上博物馆，将数字化成果与大众分享。

文旅市场再升温

在日前举行的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
位转型”新闻发布会上，大同市公布数据：截至目
前，大同市累计接待游客 1575 万人次，比 2023 年增
长 107.5％。其中，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景区接待
游客突破 400 万人次，恒山景区接待游客突破 300 万
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大同文旅市场再升温。春节、清明、
“五一”等节假日期间，大同多次登上假日目的地热
度涨幅榜、古建游热门榜等榜单，成为全国旅游热
点城市。由游客量、消费、品牌等多维度数据构成
的中国·大同旅游发展指数也持续“飘红”。

暑期，国内首款 3A 游戏 《黑神话：悟空》 上
线，在海内外持续火爆，为大同的云冈石窟、悬空
寺、华严寺、善华寺、觉山寺、永安寺等游戏取景
地带来“泼天的流量”，引发这些景区游客量激增。

大同文旅“热辣滚烫”的背后，是大同市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成果。

大同市依托云冈石窟这一优质文化历史资源，
先后建成了云冈博物馆、皮影演艺馆、云冈美术馆
等近 10 处文化场馆，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高文旅
产品质量。“以云冈石窟为重点，我们打造云冈历史
文化长廊，形成文化旅游带，从景点景区旅游转向
全域旅游。”云冈石窟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云冈石窟、恒山悬空寺、大同古城等重点文
化资源为龙头载体，整合资源、优化结构，推进文
旅融合；以雕塑、古建、收藏、展览等艺术形式为
主体，加快全国知名的“博物馆之城”建设；以音
乐、书画、戏剧、影视、演艺等业态为支撑，加快
艺术家云集的“文化艺术之城”建设……多维度、
多业态的文旅融合发展，让大同文化和旅游实现良
性互动、深度融合。

近年来，大同市采取有力措施，完善文旅设施，
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舒适度和游客满意度，
取得显著成效。数据显示，近年来，大同游客结构
发生了积极变化，18—40 岁游客的比例超 50%，外
地游客占比超 2/3，多次回访旅客占比超一半；同
时 ， 游 客 在 大 同 的 平 均 停 留 时 间 从 1.6 天 延 长 至
2.6天。

游客“恋恋不舍”“念念不忘”，正体现了大同
文旅蕴藏的潜力和持续的活力。

12 月 18 日，一台融合四川绵阳“文化+科技”的“大秀”
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文体中心广场拉开帷幕。作为 2024 绵阳
市“文化三推”活动 （城市品牌推广、文化艺术推介、文旅产
品推销） 第 9 站，此次深圳行以系列“宝藏级”好物，诠释绵阳
人文之美、自然之韵。

活动现场，四足机器人大方迎客，“最长虹”展馆呈现智慧
家居生活体验，秀出硬核科技；金峰雄狮、绵阳拼布、蜀绣等
非遗技艺，展现传统文化之美；李白文化长廊，透出历史之绵
长；地标农产品，尽显物产之丰富。

今年以来，绵阳市“文化三推”活动已先后走进厦门、杭
州、青岛、重庆、昆明、西安、石家庄、南京等地。每站活动
集中展示富有地方特色、彰显巴蜀魅力的优质文旅资源，就像
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把“绵阳好物”带给当地市民游客。

在展区布置上，绵阳市“文化三推”活动打出“创意牌”，选取
羌绣、剪纸、川剧盔头等展品“打包出川”，开展文旅资源推介，让
当地市民游客全方位感受绵阳的历史人文、四时风光。

一系列具有绵阳特色的剧目亮相“文化三推”活动。其中，
多媒体儿童剧 《哪吒》 在厦门演出收获好评；音乐剧 《将进酒》
在杭州带领观众梦回大唐，徜徉蜀地；民俗风情剧 《云朵上的
尔玛》 在青岛献上视听盛宴；现代川剧 《文昌第一福》 在昆明
精彩上演；芭蕾音诗舞 《涪鸥》 登陆深圳，展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大美画卷……

文化“吸睛”带动消费“吸金”。活动通过线下发放消费
券，让当地市民选购“绵阳好物”，化“流量”为“销量”，激
发当地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数据显示，通过“文化三推”系
列活动，绵阳市与多地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与引客入绵合作协
议，签约金额近亿元，实现文旅商品销售总额 2836 万元，电商
平台“熊猫赶场”入驻商家达 400 多家，推动了文旅资源共享、
发展和优势互补。

频繁“出招”的背后，是绵阳市从登台“吆喝”到直接登门
“吆喝”的转变，让本地优质文旅资源从“养在深闺人未识”走向
“天下谁人不识君”，进而迎来“车如流水马如龙”。

主动“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在活动中，绵阳市做好与当
地的情感连接。以“文化三推”河北行为例，绵阳推出 《平武

“冀”忆 感恩同行》 主题摄影展，50 余幅照片向观众讲述着汶
川地震灾后重建那段千里驰援、众志成城的记忆。看着摄影展
上的一张张照片，参与绵阳市平武县教育对口支援的石家庄十
二中学教师崔锡升说：“希望石家庄和平武能有更多交流与合作
的机会，两地越来越好，两地人民越来越幸福。”

“文化三推”活动用文化吸引人，用情感打动人。在活动
中，绵阳市把所到城市的实践作为观察样本，既表达“自己”、
深化“共赢”，也取得“真经”。比如，在西安，了解如何运用
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文旅大 IP；在重庆，学习以文旅融合新业态
解锁城市流量密码；在深圳，探寻“文化+科技”产业发展新
模式。

由近及远、从市内到省外，绵阳“朋友圈”越来越广。一
年来，绵阳以城为盟、以文为媒、以旅为脉，深化“文化三推”
活动，在一次次“走出去”中“引客来”，让外界看到绵阳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绚丽多彩的文化瑰宝，也在更深层次整合资
源，更大范围寻求合作共赢，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上世纪 80 年代报告文学 《小木屋》 的主人公、

半生致力于高原生态研究的徐凤翔教授，日前在江
苏南京逝世，享年 93岁。

徐凤翔在青年时即立下投身林业的志向。“让黄
河流碧水、教赤地变青山”，《中国林业》 杂志创刊
词的这句话令她牢记终生。

1951 年，她以第一志愿报考南京大学森林系，
1955 年毕业留校，她盼着能去偏远的东北、西南林
区工作。直到 1978 年，徐凤翔积极申请援藏前往西
藏农牧学院任教、科研，自此与高原生态研究结下
半生情缘。

1978 年，47 岁的徐凤翔只身进藏，乘溜索跨过
上有飞石、下临急流的通麦天险，翻越海拔 5000 多
米的色季拉山，来到尼洋河边的西藏农牧学院任教。
她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年抵达学院时的激动：“经
过 20 多年的向往和争取，我终于‘进门’了，回归
了精神和专业的家园！”

援藏两年，徐凤翔既教书更育人，带学生野外
考察，跌进过沼泽地，摔伤在塌方的山坡……她教
出了西藏本土培养的最早一批林业人才，还首次在
冰雪地带发现了高蓄积量云杉林，从此更加情系岗
乡林区，更加坚定将森林生态研究扩展至高原生态
研究方向。

1980 年援藏到期，此后 5 年间她一边申请调藏工
作，一边坚持每年进藏数月野外考察。一次次遇险，
并没有阻挡她从事高原生态科研的热情：在波密岗
考察云杉林，她的考察队因误食毒蘑菇食物中毒；
在吉隆林区考察珍稀树种，竹叶青蛇距她头顶仅十
几公分；在墨脱考察热带雨林，她一天腿上能吸附
200 多条蚂蟥，后又染上恶性疟疾昏迷多日……她笑
言，云朋松友，乐在其间，虽九死其犹未悔。就在
这个时期，她与作家黄宗英结为知己，而她要建一
座高原生态定位站“小木屋”的梦想，随着报告文
学 《小木屋》 的发表备受关注。

1985 年，徐凤翔 54 岁，申请多年的调藏工作终
获批准。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是下高原休养，她却逆
行上高原，开启了人生新历程。那年夏天，徐凤翔
抱着水杉和龙柏各 10 株幼苗飞往西藏，水杉引种由
此扩展到高原。同一年，她呼吁建立的高原生态研
究所获得西藏自治区政府批准，西藏高原生态研究
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由此走向深入。

在藏工作的 18 年间，徐凤翔走遍西藏 18 个主要
林区，考察行程 13 万多公里，取得了大量珍贵的数
据、标本和影像资料，获得“高蓄积量云杉林”“古
树异木”等多个世界第一的科学发现，写下 《中国
西藏山川植被》《西藏高原森林生态研究》 等著作，

填补了高原生态研究多项空白。在她的推动下，岗
乡高蓄积量林芝云杉林自然保护区、巨柏林保护区、
东久高山松后备资源基地、墨脱林区生态与珍稀物
种保护区等陆续设立。

“她开创了高原生态研究的先河。”西藏农牧学
院这样评价徐凤翔的贡献。

1995 年，64 岁的徐凤翔从西藏农牧学院退休，
从此依依不舍下了高原小木屋，却又上了北京西郊
灵山的小木屋——她主持创办的北京灵山生态研究
所。在灵山，她引种了林芝巨柏、黄牡丹等高原草
木，倾力向国内外介绍西藏高原生态，向青少年开
展科普教育，并陆续出版 《西藏高原森林生态景观》

《西藏野生花卉》 等专著和学术论文。在近年出版的
著作上，她加上自己辛娜卓嘎的藏名。藏语的“辛
娜”是森林，“卓嘎”是女神。她说，自己就是高原
的一名“森林之女”。

退休近 30 年间，西藏一直令她魂牵梦萦。2001
年，徐凤翔以古稀之年进藏考察，先后踏访了珠峰
冰雪荒原区、藏北高寒草原草甸区和藏东南色季拉
林区。2018 年，87 岁高龄的她又再次进藏。看到当
年她捧进西藏的水杉幼苗已长成茁壮大树，白发苍
苍的老人泪流满面，她抱着那些树，脸紧紧贴着，
手掌轻轻抚摸着，就像爱抚自己亲爱的孩子……
2022 年，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取得阶段性成果。她
高兴地关注着进展，振奋于高原科考的成就、国家
科技的进步，91 岁的她念念不忘的仍是要再回一次
高原。

一座小木屋，一世高原情。徐凤翔的学生说：
如今，老师是重归山林了。

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澳门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盛世濠江美如画——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北京巡展日前在
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举办。本次展览
首展已于 11 月中旬在澳门教科文中心
举办。

展览共展出作品 48 件，涵盖中国画、
油画、版画、水彩、漆画等门类。作品
既有内地美术名家和澳门籍中国美协会
员的新近佳作，也有部分入选“第十四
届全国美展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
的澳门地区作品，还有表现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发展的主题作品。

《港珠澳大桥》《粤港澳大湾区码头》
等作品笔触细腻，记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成就；《舞醉龙》《开平碉楼与村落》
等作品岭南风情浓郁，讲述着广东与澳
门之间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历史文化
渊源；《红蕊新澳》《南湾湖春景》 等作
品描绘澳门优美的自然风光，体现包容
交汇的人文风貌。

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席
林蓝说：“这次展览不仅展示了澳门回归
祖国以后的新气象，也体现了内地与澳
门之间的人心相通、文脉相连。”

中国美协理事、澳门青年美术协会会长黎小杰此次携油画
《午后》 参展。他说：“澳门有很多老城区，建筑非常密集，每
个阳台就是一家的风景。我站在新街区高楼上俯瞰老城区，观
察人们在阳台上的活动痕迹，并表现在画纸上。”

黎小杰介绍，澳门美术在水彩画、中国画等方面有着深厚
的传统。近年来，澳门年轻一代有更多机会到内地学习、深造，
澳门青年美术人才因此快速成长。这次展出的很多作品都出自
澳门年轻美术家之手。“现在，我们的舞台更大了，相信以后会
带给观众更丰富、更精彩的创作。”他说。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屈健表示，此次展览用美术形式表现
澳门的人文魅力和时代精神，记录澳门的创新实践，抒写了澳
门文艺界、美术界长期以来所秉持的爱国爱澳传统。展出作品
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以小画面展现大
气象，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澳门篇章。

“文化三推”
让世界看见绵阳

本报记者  王明峰

绵阳市“文化三推”深圳行中，“机器狮”受欢迎。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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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凤翔：一座小木屋，一世高原情
本报记者  申  琳

  ◎人物

古今交融，大同新韵引客来
本报记者  刘鑫焱

大同云冈石窟。                                                                   刘玉军摄

山西大同，两汉要塞、北魏京华，
辽金陪都、明清重镇，是中国首批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九大古都之一。这
些描述都体现了大同这座千年古都曾经
的辉煌。

长期以来，大同以煤炭资源和煤炭
产业优势，被冠以“煤都”之名。其实，
大同还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宏伟
壮观的云冈石窟、镶嵌于恒山峭壁之上
的悬空寺、庄严华丽的华严寺等，都蕴
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近年来，大同市充分挖掘、利用优
质历史文化资源，实现其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古今交融的韵味与活力让
这座千年古都频频“出圈”，从煤炭大市
迈向文旅大市。

大同悬空寺。                   刘玉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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