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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古老敦煌的“青春之梦”
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普及读物
《中国国情读本（2024版）》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该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编纂，共分六编：第一编“图说
中国”，精选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精彩新闻图片，图文并茂，直观反
映2023年中国概貌；第二编“国情概略”，来源于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的白皮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鉴》相关内容；第三编“国情特载”，记录2023年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取得的成就；第四编“专题国情”，回顾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
的成就和经验，聚焦科技创新激发澎湃新动能，关注防洪抗洪抗震
救灾和灾后重建，记录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体育盛会；
第五编“魅力国情”，从时政、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方面展现中
国活力；第六编“年度大事”，全面盘点2023年的中国社会热点。

《中国国情读本》自2008年以来，每年出版一本，已连续出版16年。

《中国国情读本（2024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7日公布
的《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提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
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

据悉，人民法院案例库是由最高法统一建设的案例资源库，
收录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经最高法审核入库的参考案例，
供各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公众查询、使用、学习、研究。入库案例分
为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五种类型。国家机关、法学院
校、律师协会等单位，专家学者、律师及其他公民个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案例库推荐参考案例。

最高法提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
的，可以将类似案例的裁判理由、裁判要旨作为本案裁判考量、理
由参引，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等提交入库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
判文书说理中予以回应。

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经检索发现人民法院案例库未收录
类似案例，而正在审理的案件所涉法律适用问题疑难、复杂的，可以就
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提出请示，或者报请提级管辖；由本院继续审理的，
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经检索发
现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有类似案例，但认为正在审理的案件具有特殊
情况，不宜参考入库案例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法：各级法院审理案件应当
检索参考“人民法院案例库”

新华社长沙5月6日电（记者 帅才 戴斌 丁春雨）在湖南博
物院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中，一张动作丰富的《导引图》吸引着游客
驻足。如今，这张《导引图》被改编成了一套养生功法——马王堆导
引术。在湖南，每年都有数千名大学生练习这套古老的养生功法。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肖文明介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
很多医书，从饮食、气功、导引、药物等方面，记载了先秦到西汉时期
养生保健的方法，其中两千多年前的《导引图》是最古老的气功导引
秘籍，绘画的是导引行气方法，开创了我国气功导引的先河。

在湖南中医药大学，有一支由“00后”大学生组成的传统保
健队，队员们致力于钻研马王堆导引术等养生功法，传播中医药
传统文化。

湖南中医药大学体育艺术学院院长龙专介绍，马王堆导引术
动作舒缓、柔美，这套功法选取了《导引图》中17个动作创编而成，
更适合现代人练习。马王堆导引术讲究“循经导引、形意相随”，围
绕肢体开合提落、旋转屈伸、抻筋拔骨进行动作设计，是一套内外
兼修的功法，练习者要做到“意到、气到、形到”，谓之“导引术”。

挽弓、引背、凫浴、龙登……近日，记者和湖南中医药大学传
统保健队的同学们一起练习了马王堆导引术，一套功法练习下
来，记者感到身体微微出汗，心情宁静。

“在我们学校，每年有4000多名学生研习这套古老的功法。”
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与康复学院大二学生丁于烜今年 21
岁，她练习马王堆导引术两年了。她告诉记者，自己能够明显感
觉呼吸比以前更顺畅，身体的柔韧性更好。

“我入学接触的第一套功法就是马王堆导引术，一开始感到非
常新奇，练习久了，感觉心情更宁静了，现在经常和同学们进入社
区和周边学校教授导引术。”湖南中医药大学大三学生戴启晨说。

“导引术的很多动作是模仿动物的动作，比如雁飞。《导引图》
中显示，画中人直立，抬臂斜伸，象形取意，如鸿雁展翅。”湖南中
医药大学体育艺术学院老师张紫茵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培养更多学生对传统保健养生运动的兴趣
爱好，湖南中医药大学还成立了马王堆导引术俱乐部、五禽戏俱乐
部、太极俱乐部等，这些俱乐部吸引了越来越多大学生加入其中。

肖文明说，湖南是华夏中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医药文化
底蕴深厚。如今，经过传承和创新的中医养生功法在年轻人中流
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两千多年前的古老养生
功法受到大学生青睐

青春永驻，凡人之梦。在世界文
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一群年轻人运用
科技手段，让古老石窟的“青春之梦”
一步步变为现实。

灯火璀璨，飞天翱翔，来自中原与
西域的各式乐器在乐师手中化为欢腾
乐曲，两位舞伎踏歌旋转、飘带飞扬
……在莫高窟第 220窟，随着相机在
自制轨道上慢慢移动，千年前的大唐
气象以影像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这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
团队成员吴绍侠拍摄莫高窟的第9个
年头。洞窟大小不一、形制多样、结构
复杂，但却需要同样的“不厌其烦”：在
轨道上布设等距离的站点，相机平行
于壁面定点移动，依次对壁画从左到
右、从下到上正投影拍摄。海量照片
经过裁剪、拼接，最终形成完整的毫米
级数据图像。一身29米的塑像，需要
拍摄 12.8万张照片，拼接出的单张照
片最大可达50G。

为敦煌石窟建设“数字档案”，从
而永久保存文物的历史信息，是从上
世纪 80年代开始构想的宏大蓝图。
30多年来，一代代人接力，图像精度
不断提升，而这也意味着更繁重的工
作量。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
长俞天秀介绍，该团队现有110人，其
中，35岁以下的有 67人，超过 60%。
这支致力于通过科技手段保护和传承
敦煌文化的专业团队，已完成敦煌石
窟290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180
个洞窟的图像拼接处理、162个洞窟
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7处大遗址三
维重建、45身彩塑的三维重建、5万张
历史档案底片的数字化扫描工作，形
成了多源、多模态的海量数据资源，构
建了“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

永续利用是敦煌文物数字化工作
的另一目标。对团队成员金良来说，
这意味着，让人们隔着屏幕就能身临

其境地感受莫高窟。“我主要做全景漫
游节目。人们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控
制鼠标，就能获得在洞窟参观的真切
感受，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到的更加清
晰。”他说。

置身莫高窟，拿出手机，身披丝带
的九色鹿竟从壁画中“飞身而下”。摸
摸它，乖巧的小鹿还会轻扭身体，与人
互动。人、实体洞窟和虚拟画面三者同
时出现在镜头里，常令游客倍感新奇。

走进“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
浸展”，佩戴好VR设备，“飞”起来看
洞窟的梦想就能成真。高捧莲花的飞
天、手敲连鼓的雷公、边飞行边降雨的
雨神……众神触手可及。游客还能在
演播厅拍摄一段身处虚拟场景中的视
频，记录下“带得走”的敦煌记忆。

点开手机中的“数字藏经洞”，用
户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
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
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洪辩高僧等8

位历史人物进行互动。数字扫描、三
维建模等技术真实还原了藏经洞的景
象，甚至包括上午 10点阳光照进洞窟
的氛围。

年轻人让敦煌文化变得好玩，但
他们的梦想不止于此。

俞天秀介绍，团队突破了文物数
字化关键技术，编制了文物数字化的
行业标准，形成了丝路文物数字化成
套解决方案和装备体系，加快了丝绸
之路文化遗产信息的抢救性科技保护
进程，有效推动了文物数字化行业的
发展。

如今，他们已在新疆、西藏、陕西
等9省份的18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开展文物数字化项目。2023年，团
队还承担了面向缅甸的援助项目，让

“数字敦煌”的技术成果走出国门。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正是他们对古老敦煌的“青
春咏叹”。

新华社成都5月6日电（记者 王曦）记者 6日从在四川成
都召开的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成果技术鉴定会上获悉，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取得成功。

5日至6日，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
专家，对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
龙江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协作完成的“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技术
研究”项目成果进行了现场踏勘和讨论鉴定，专家组组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曹文宣宣布，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取得成功。

川陕哲罗鲑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上游旗舰物种。据了
解，成果完成单位在2016年首次突破大渡河流域川陕哲罗鲑野生
种群的人工繁殖技术，培育了多年度川陕哲罗鲑子一代，建立了国
内唯一的川陕哲罗鲑人工种群，为其种质资源保护和自然种群恢
复奠定了基础。2024年，成果完成单位多批次催产了川陕哲罗鲑
子一代亲鱼，目前保有2月龄子二代仔鱼3500余尾，实现了川陕哲
罗鲑全人工繁殖。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川陕哲罗鲑野外自然种群的恢复与重
建，采取加强增殖放流，开展栖息地生态修复，强化人工繁殖二代
苗种培育和遗传档案管理等措施，进一步完善川陕哲罗鲑全人工
繁殖技术。”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军表示。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陕
哲罗鲑全人工繁殖成功

● 2024年5月2日，游客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留影。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热闹非凡，
流动中国展现经济向好新气象

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禾
区，正午时分，随着一声发令枪
响，130余辆越野车和 20余辆
摩托车引擎轰鸣，从世界魔鬼
城景区达喀尔 1号大本营飞驰
而出，开启冒险之旅。

“沿途经过雅丹地貌、戈壁
荒漠、峡谷丘壑，体验到前所未
有的冒险与激情。”奎屯方向机
车俱乐部领队刘嘉乐说。

在贵州龙里河大桥的观光
玻璃步道上感受惊险刺激，在
河北邢台沙河市王硇村的红墙
青瓦中品味历史韵味，在浙江
湖州安吉县夏阳村的绿水青山
间享受自然风光……这个假
期，各地游客穿行于山水之间，
感受大美中国。

文化和旅游部 6日发布数
据，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
游出游合计2.95亿人次，同比增
长 7.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1668.9亿元，同比增长12.7%。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
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13亿人次，
日均27169.3万人次，比2023年
同期增长2.1%。

国内旅游“多点开花”，国
际旅游活力蓬勃。

5 月 4 日，云南西双版纳
站，D85次列车缓缓驶出，向着
老挝琅勃拉邦站进发。半个多
月前，中老两国铁路部门决定
在两城之间增开 1对国际旅客
列车，这是 D85次列车迎来的
第一个小长假。

今年“五一”假期，中老铁路发
送旅客约38万人次，国际旅客列
车上的跨境席位上座率约八成。

飞猪数据显示，出境游复
苏加快，在去年大幅反弹的基
础上，以接近翻倍的速度增长，
其中自由行成为出境游主流方
式，占比超过80%。

假期的流动中国，人享其
行、物畅其流。

满帮货运大数据显示，“五
一”假期前一周，运往北京、上
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小龙虾运
输量同比增长7.5倍，发往河南、

甘肃、青海的牛肉量同比增长五成
以上，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
杨梅发货量同比增长1.5倍……畅
通的货运渠道，将各地食材送至大
江南北，丰富千家万户的餐桌。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刊文
称，中国在“五一”假期迎来一波
强劲的旅游消费热潮，各行各业
抓住这一机遇推动经济复苏，并
通过一轮高强度的消费使中国经
济焕发生机。

热力十足，
假日经济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音乐派对、潮流市集、啤酒畅
饮节……“五一”假期，四川成都
西村大院利用户外开阔空间和错
落有致的空中跑道，打造“音乐+
啤酒+美食”的融合消费主题活
动。逛集市、看球赛、享生活，假
期里，这里成为年轻人潮流运动
时尚生活聚集地，每天人流量超
过7000人次。

“西村大院周边社区较多，这
个假期也迎来了一波新老顾客的
小高峰，尤其是夜间消费的人更
多了。”西村大院内的餐饮品牌

“拾光与烟火”创始人毛奎林说。
“味蕾游”成为假期人们出游

热门选择，带动各地餐饮消费火
热。美团数据显示，假期前 3天，
全国餐饮堂食订单量较去年同期
增长超 73%。其中，成都、杭州、
北京、重庆、上海位列全国异地游
客堂食订单量前五城市。

此外，国潮、新潮玩乐的热度
不断高涨。在陕西西安，人们沉

浸式体验古法敲背、陶瓷绘画、蹴
鞠游戏等多种特色休闲玩乐项
目；在上海，人们在咖啡香中享受
松弛闲暇，在声光电密室中感受
惊险刺激……滴滴出行数据显
示，“五一”假期，异地出行需求环
比上涨 99%，休闲娱乐场景的打
车需求上涨 76%，旅游景点的打
车需求涨幅220%。

面对旺盛的消费需求，政府
搭台，政策发力，各地推介“拼”创
意，商品促销“拼”实惠，推动消费
潜力持续释放。安徽省组织或引
导重点商贸企业开展系列特色促
消费活动400多场；黑龙江哈尔滨
市推出“美食+旅行+文化”移动主
题巴士；甘肃天水市发展汉服旅
拍、非遗体验等新业态……

多重因素助推下，消费市场
交出亮眼成绩单。据商务部商务
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全国重
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
同期（4月 29日至 5月 3日）增长
6.8%；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我国
五一档电影票房达15.27亿元，观
影人次为3777万；美团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前 3天全国本地生活
服务消费同比增长25%……

“今年‘五一’假期，出游消费增
长幅度高于出游人数的增长幅度，
这意味着不仅出去的人多了，消费
也更多了，市场总体趋势持续向
好。”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热忱满怀，
砥砺奋进彰显建设发展新活力

这个假期中，各行各业依然有

许多劳动者坚
守岗位、辛勤工

作，以奋发有为的热
情为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
广西，绿色化工项目建设

正酣。
挖土、测量、打桩、开井……5

月 4日，在桂平市的广西心连心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绿色化工新材料
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来回穿梭，
施工人员、技术人员有序作业，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

“为确保5月底前完成项目用地
的平整工作，假期公司1200多名施
工人员日夜轮班作业。”广西腾越建
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经理李桂斌说。

吉林，化工转型配套工程全力
推进。

“主变本体已就位，开始安装
散热器。”5月 1日，在中国石油吉
林石化公司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
目施工现场，国网吉林供电公司的
数百名建设者组成多个班组，为项
目新建的配套电力工程安装4台主
变压器附件。

“该工程将于 6月底完成中期
交付，节日期间我们不停工，全力
保进度、保质量。”工程班组负责人
孙志伟说。

脚步不停、干劲不松，生产车
间内，人们为新订单、新任务不断
抢抓进度。

“五一”假期第四天，安徽铜陵
市的铜陵景昌钢制品有限公司宽厚
板生产线上机器轰鸣，运输车辆来
回穿梭，智慧控制系统有序调度。

“按照每天生产 600块宽厚板
来算，这个月可以完成11万吨的产
能。”生产车间负责人陈阳对记者
说，“五一”期间公司全员坚守岗
位，每日科学排布生产计划，做好
人员分工安排，为高质高效完成全
年生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放眼全国，各地马不停蹄，为
奋力开新局加速“奔跑”——

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春
耕生产如火如荼，农人选良种、用良
技、寻良法，让春耕更加科学、高效；

在广东，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低空经济等领域企业赶订单、忙生
产，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力量；

在山东，山东港口青岛港五大港
区码头泊位爆满，新能源车、光伏设
备、机电产品等货物通过海运出口，助
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只争朝夕，奋力拼搏。
人流物流川流不息，消费热情

不断高涨，建设一线紧张忙碌……
透过“五一”这扇窗口，一个踔厉奋
发、拼搏向上的中国，正在不断释
放新动能、彰显新活力。

（记者 叶昊鸣 王悦阳 王聿
昊 杨驰 丁怡全）

五月的中华大地，山水

如画，人潮涌动。街头巷尾，

人气兴旺，烟火气中升腾火

热消费；工地车间，繁忙有

序，人们以昂扬之姿追逐奋

斗梦想……这个假期，人流

动起来、消费热起来、建设忙

起来，处处展现中国经济强

大活力和十足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