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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广告

新华社合肥4月16日电（记者 施雨岑 刘美子）
聚焦武王墩墓考古、出土文物保护与墓葬保护最新进
展，国家文物局16日在安徽省淮南市召开“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
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
高等级墓葬。

据介绍，武王墩墓现保存有主墓（一号墓）、墓园、
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考古工作者重
点对主墓（一号墓）进行了发掘，确认为一座大型“甲
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坑中央有枋木构筑的“亚字形”
椁室，椁室盖板上发现墨书文字。

国家文物局指导研究团队做好出土文物现场保
护和多学科研究，完成椁盖板、竹席、漆木器等脆弱文
物的加固提取，并在实验室内开展精细化清理和稳定
性保护，同步进行墓葬碳十四测年、木材树种鉴定、椁
盖板墨书红外识别、漆器和纺织品材料检测与工艺研
究、墓葬埋葬环境分析等多学科研究工作。

国家文物局表示，将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
下，持续推进武王墩墓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多学科
研究，树立“大考古”理念，坚持精细化发掘，协调多学
科协同攻关，加强出土文物和遗址保护，深刻阐释武
王墩墓背后蕴含的战国晚期楚国礼仪制度、手工业和
文化成就。

阳春时节，驱车沿黄山东麓南行，在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出口下高
速，一块刻有“东黄山”字样的石头静静
矗立，前方红砖木顶的海派建筑和高大
繁密的法国梧桐渐渐映入眼帘。走近一
看，建筑门牌上刻着“同心里”“知心里”
等名称，和上海里弄相差无几。

滋养于皖地山水、晕染出海派风情，
这里是距上海400多公里的“飞地”黄山
茶林场，被人们亲切称为“安徽小上海”。

自20世纪60年代划归上海管辖后，
这块约 5000亩的“飞地”曾迎来近万名
上海知青开垦创业。然而此后 10余年
间，大批知青和茶林场职工陆续返乡，

“不沿边不靠海”的山区小城一度人去房
空、土地荒芜。

守着绿水青山，如何赢得金山银山？
最先谋变的是交通。

“过去回上海一趟不容易。”首批“老
知青”、年近 80岁的吴一珍说，“要先到
谭家桥长途汽车站等班车，前往芜湖、屯
溪再转车，颠两天一夜才算结束。”

“近10年来，高速修好了，杭黄高铁
也通车了，回上海单程也就 3 小时左
右。”黄山茶林场退休职工徐卫告诉记
者，媳妇、儿子都在上海务工，自己大概
一个月回去一趟，“如果想给家人朋友寄
新鲜山货，隔天就能到，省得跑腿了”。

交通蝶变带来人气财气，新变化由
此发生。

“茶文化、海派文化、知青文化是当
地金名片，光是上海文旅消费的溢出效

应，就够‘吃个半饱’。”黄山茶林场所在
的谭家桥镇副镇长王赟说，2023年全镇
接待旅客 37.9万人次，未来将继续打造

“生态农业+度假旅游”为特色的现代农
旅综合体。

在东黄山国际青年旅舍经理吴墩兰
看来，小地方也蕴藏着大流量的可能性。

“前几年这里举办的国际越野跑赛，
吸引不少外国选手参与，知名度打出来
了。”她说，“现在一到暑假，来露营采茶
的中小学生非常多，有时工作日也能满
房。”

临近正午，旅舍向北几百米，88岁
的村民罗来春在家中小院的躺椅上晒太
阳。身后，“90后”社区居委会干部邱哲
炜正帮忙把老人的衣物挂在晾衣架上。

4年前，上海人邱哲炜在大学毕业后
来到茶林场工作，与 3位上海老乡一道驻
扎在此，从“老上海人”变为“新黄山人”。

照料 30多位孤寡老人只是基层工作
的其中一项，巡山护茶、护林防火等工作千
头万绪，几个月才能回上海一趟看望家人，
对他们而言已是常态。

“这里虽然离上海城区挺远，但各方面
都挺方便，啥也不用担心。”一路上，当记者
问起有没有外地人主动来茶林场就业，邱
哲炜说以前有几位外地大学生想来应聘酒
店管理岗位，但最后没能成行的理由无一
例外：“家里人觉得太远”。

“以后应该行了。”他信心满满地说，
“茶饮、康养、自驾游等新风口叠加，‘飞地’
肯定能‘飞’得更高。”

黄山脚下“留守”的上海人
新华社记者 陈尚营 马欣然 汪海月

新华社希腊古奥林匹亚 4 月 16
日电 （记者 陈刚） 在巴黎奥运会即
将迎来倒计时 100 天的重要时刻，本
届奥运会火种 16 日在奥林匹克运动
发祥地——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采集
成功，并开始火炬传递之旅。

当地时间 12时 16分，在有 2500多
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由希腊女演
员玛丽·米娜扮演的古希腊女祭司向光
明之神阿波罗祈祷后点燃了火种。由于
现场多云，火种点燃环节没有采用传统
的凹面镜取火，而是选用了此前备用的

火种。
“我们正在经历困难时期，战争与冲

突的风险增加。”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
现场致辞时表示，“在古代，即便是在战
争和冲突时期，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能使
希腊的城邦团结起来。”

“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唯一一个
能将全世界团结在一起进行和平竞争的
赛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奥林匹克
运动员们都在传递这一强有力的信息：
是的，我们可以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在同
一屋檐下和平共处。”巴赫说。

采集仪式结束后，女祭司将燃起的
火炬及象征和平与荣耀的橄榄枝传递给
第一棒火炬手、希腊运动员、东京奥运会
男子赛艇金牌得主斯特凡诺斯。

斯特凡诺斯从体育场一路奔跑来到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纪念碑
后，将圣火传递给第二名火炬手、来自法
国的三枚奥运游泳奖牌得主兼巴黎奥运
火炬传递队长马诺多。

象征着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
的奥运圣火将在希腊进行为期 11天的
传递，跨越约 5000公里的距离，途经数

十个城市和古文化遗址，大约 600名火炬
手将参与传递。

按计划，奥运圣火将于 4月 26日抵达
举办过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雅典帕纳辛奈
科体育场，并移交给巴黎奥组委。4月 27
日，圣火将乘坐著名的贝勒姆三桅帆船从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启程前往法国，并于 5
月8日抵达法国的马赛港开始法国境内的
火炬传递。预计届时将有超过 15万名观
众在马赛迎接奥运圣火的到来。

最终，奥运圣火将于 7月 26日奥运开
幕当天，在巴黎点燃主火炬。

巴黎奥运会火种在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成功采集

新华社香港4月16日电 由亚洲旅
游交流中心、赣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旅游局联合主办的“百名香港特殊学生
游祖国”赣州文化行活动16日在香港西
九龙高铁站举行首团发团仪式。该团于
4月16日至4月19日在江西赣州参访交
流4天。

据介绍，该活动旨在鼓励和支持香

港学生了解国情和国家最新发展、增强
国民身份认同，体现国家对香港特殊学
生的关心和关爱，同时提升和扩大赣州
游学产品在香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百名香港特殊学生游祖国”系列活
动的首发团，吸引了香港 3所特殊学校
的 24名特殊学生参与。为更好保障特
殊学生的出行安全和便利，3所特殊学

校的校长、部分教师和学生家长代表也
参加本次活动，对参团的特殊学生提供

“一对一”的陪护支持。
在赣州的 4天行程里，学生们将参

观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于都中央红军
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赣州市博物馆
等地，感受先烈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为
促进两地特殊学生交流，首发团还将专

门安排到赣县区特殊教育学校与当地的特
殊学生们一起互动学习、建立友谊。

亚洲旅游交流中心主任张栋表示，促
成香港特殊学生游祖国是亚旅中心今年的
重点工作目标之一，希望通过专业小组考
察和首发团的行程，亚旅中心将联合相关
机构制定特殊学生游学指南，推动特殊学
生游学向标准化发展。

“百名香港特殊学生游祖国”赣州文化行活动首团出发

第四届消博会，再度让人眼前一亮。
刚进入 4号馆全球特色消费展区，就看到一个不

起眼的展台前，聚集了不少围观者。走过去一看，发
现讲解员正在演示一只迷你熨斗如何使用。

提起巴掌大小的熨斗，讲解员在一件皱巴巴的丝
巾上轻拂两下，褶皱即刻消失。“这是一款马来西亚生
产的熨斗，最大的亮点在于不用加水就可以熨烫，不
伤衣物，很是方便。”

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会，本届消
博会共有7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000个品牌汇聚。香
化美妆、网红食品、电子科技、先进医疗器械……全球
好物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

然而，“探秘”八大展区后记者发现，不论是复古
灵巧的熨斗，还是按摩舒压的鞋垫；不论是可以让人

“倒头就睡”的深睡小屋还是弄到衣服上也能擦拭掉
的蜡笔，有效解决生活痛点的巧思创意产品，吸引着
消费者踊跃体验和购买。

没有凭空出现的爆款。“高光”背后凝聚的是深耕
厚植、锤炼内功的不懈努力。这些功能强大、造型讨
喜、细节精致的产品“走”进现场，也让人们看到了居
民升级类消费持续向好的态势。

在 1号馆数字和服务消费展区，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一款“说哪到哪”“指哪扫哪”的AI扫拖机器人
引来众多客商驻足。该产品在行进过程中遇到液体
污渍会自动倒车清扫、先拖后扫。

不仅要“聪明”，打造有口皆碑的产品还需要“贴
心”。

既可扇风又能遮雨，素有“一把扇子半把伞”的美
称；质地优良、高温不裂、遇水不破……在浙江展馆，
百年老字号王星记带来的扇子备受欢迎。在坚守非
遗技艺的同时，融入诗、书、画、印、剪纸等传统文化元
素，轻摇扇子便可细嗅墨香。

“好的产品是要通过探索创新‘踩中’消费者的需
求点。对方要一个苹果，你却给一筐梨，显然无法匹
配需求。”杭州王星记扇业有限公司文创部副经理王
思懿表示，扇面大小、材料功能以及艺术风格都决定
了老式扇子能否重焕生机。

毕马威在展会期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当前理性
消费的大环境下，消费者更加重视产品本身的质量和
体验感。企业应以消费者为核心，在深度挖掘消费需
求中，进一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从而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14日，作为消博会配套活动，一场围绕全球好物
的供需对接活动举行。经过多轮洽谈，共达成92项供
需合作意向。包括食品、保健品、手工艺品在内的又
一批技术新、质感好、创意佳的产品即将“飞入寻常百
姓家”。

当前，消费市场的变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
的亮点。国家统计局 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2万亿元，居民人均服务性
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12.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73.7%，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解决了温饱、实
现了小康以后，大家发展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在持续
加快。当前，各个地方都在打造消费品牌，改善消费
条件，营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环境，“综合有利条件，
我们未来的消费市场还将持续向好”。

湛蓝天空下，奥运五环连接起北京
天坛和巴黎埃菲尔铁塔，翱翔的白鸽身
上用中英法等5种文字书写着“世界”一
词……这幅由青少年绘制的彩笔画，展
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厅走廊
内，表现了对文明交流、共筑美好未来的
期盼。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
员会共同主办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际
研讨会”15日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会场外，“未来世界”
国际青少年绘画展描绘着青少年眼中文
明互鉴、百花齐放的多彩世界；会场内，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文明交流互鉴与
人类共同愿景”这一主题展开探讨，中国
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受到与会人士广泛称赞。

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在研讨会开幕
致辞中表示，习近平主席 2014年 3月首
次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了
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重要演讲。10
年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内涵和外延
不断拓展、广泛传播，为增进全人类共同
利益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
积极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与包括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各方通力合作，
取得了务实成效，共同促进了不同文明
间的交流对话。

文明之约，应者云集。中国秉持与
倡导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相契合，得
到广泛支持与响应。回首10年历程，文
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大树”已经枝繁叶
茂、硕果累累。

参加研讨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

文化对话部门项目专员尤安·麦克韦－
琼斯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话
是学习互鉴的手段，有助于建立信任与
合作。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地区冲
突和数字治理等诸多挑战，文明对话可
以成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的工具。尽管
保护主义言论甚嚣尘上，但各种文化仍
然通过数字技术互联互通，日益融合，跨
文化合作正在推动创造性的表达。

作为历史上不同文化交流的成功实
践，论坛期间还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丝绸
之路：人类文化交流的璀璨乐章”的分组
讨论。参加讨论的、曾参与中国申遗工
作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遗产高级
顾问苏珊·德尼尔说，几个世纪里，不同
民族、不同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保持
着和谐的关系，这对当今世界依然具有
启示意义。

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声
良介绍说，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
通要道，各种文明和文化在这里交流融
合。历史证明，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不
仅使中国的文化得到发展，中亚、西亚的各
国文化同样得到了发展。

研讨会上，获“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资助
计划”资助的中外青年学者以视频形式分享
各自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解，共同发出
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全球青年倡议。

活动当天，论坛还配套举办了“中华文
化·雅集”展览及招待会。中外嘉宾共同观
看书法绘画、剪纸、衍纸等中国传统艺术作
品及故宫文创、考古盲盒等独具特色的文
创展示，观看“未来世界”国际青少年绘画
展及合唱节目，欣赏武术、中国舞、民乐演
奏等精彩表演，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与非凡魅力。

4月 9日，年轻消费者在福鼎白琳老街
“同顺泰”茶号品尝新式茶饮料。

中国是茶的故乡，福建是产茶大省。近
年来，福建茶业界持续开展茶文化、茶产业、
茶科技的探讨、交流和研究，探索“三茶”统
筹发展的创新模式。目前正值福鼎白茶、武
夷岩茶、安溪铁观音茶等多种茶的开采季
节。福建茶产业正加速融入文旅、餐饮、大
健康等赛道，催生新茶饮、茶美食、茶庄园等
新产品、新业态，展示新的茶文化元素。如
今，古老的中国茶文化不断融入大众生活，
迎头赶上新时代“国潮”风。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茶
文
化
的
新
﹃
国
潮
﹄

凝聚文明共识 弘扬共同价值
——“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

新华社记者 徐永春 张百慧 刘芳

这些消博会爆款是
怎样“炼”成的？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罗江

我国考古发掘迄今
楚国最高等级墓葬

兹有我局退休干部薛振声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4年4月16日23时10分不幸去世，终年
82岁。薛振声同志 1942年 11月 28日出生，陕西
韩城人，1965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其先后
担任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蚕桑研究所干部、延
安地区农业局副局长、延安地区农业局总农艺师、
延安市农业局总农艺师、延安市农业局助理调研
员，2002年10月退休（享受正县待遇）。

拟定于4月20日（农历三月十二）15时举行遗
体告别仪式，4月 21日（农历三月十三）7时 30分
出殡。请薛振声同志生前友好及相关单位同志届
时参加。

特此讣告
延安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4月17日

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