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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新疆：疏通坎儿井“经脉”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6 月 20

日，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主办

的“如梦江南——首届非遗传承人

群学历教育 2015 级工艺美术品设

计成人教育大专班毕业作品展”在

北京举行。

此次展览展出了 58 位非遗传

承人在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工艺美术品设计 专 业 ，经 过 为

期 两 年 半 的 专 业 学 习 最 终 创 作

的 毕 业 作 品 。 作 品 囊 括 玉 雕 、核

雕、木雕、竹刻、刺绣、缂丝、红木

家 具 等 多 个 品 类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展 出 毕 业 作 品 的 同 时 ，还

对 应 展 出 了 由 非 遗 传 承 人 独 立

完 成 的 结 业 报 告 书 ，其 中 详 细 记

录 了 每 件 作 品 的 设 计 理 念 、创 作

宗 旨 ，以 及 选 料 、设 计 、制 作 的 全

过 程 ，展 示 了 传 承 人 的 设 计 思

路、工艺流程。

为了适应工艺美术行业从业

人 员 提 升 自 身 学 历 和 综 合 素 养

的 迫 切 要 求 ，2015 年 ，在 江 苏 省

文 化 厅 、省 教 育 厅 支 持 下 ，苏 州

工 艺 美 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与 江 苏

省 工 艺 美 术 行 业 协 会 合 作 ，开 启

成 人 高 等 教 育 大 专 层 次 工 艺 美

术 专 业 高 端 技 术 技 能 型 人 才 培

养 。 目 前 已 有 228 名 非 遗 传 承

人 、从 业 者 进 入 该 校 深 造 ，年 龄

跨 度 为 20 多 岁 至 50 多 岁 。 在

2015 级的 58 名毕业生中有省、市

级工艺美术大师近 20 人，具有高

级职称者超过半数。

苏绣传承人汤晓红表示：“传

承人学历教育对于刺绣从业者而

言是一个转换思路和提升自我的

过程，学历教育与正在开展的‘研

培计划’，弥补了我们在知识上的

短板、美学素养的缺失和对市场认

知的局限。”

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刚刚

过去，但这一特殊日子引发的保护传

承文化遗产的热情，仍在山东曲阜持

续升温。

“受‘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一

系 列 特 色 宣 教 活 动 的 影 响 ，近 期 以

‘三孔’为核心的文化旅游景区参观

人气一直居高不下，在网站、公众号

等媒体平台上互动的 热 心 观 众 也 越

来 越 多 ……”三 孔 古 建 筑 工 程 管 理

处 副 主 任 孔 德 铭 告 诉 记 者 ，如 何 有

效保护和利用当地特色文化——儒

家 遗 产 ，使 其 丰 富 群 众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是 曲 阜 近 些 年 一 直 在 深 入 思 考

的问题。

近 年 来 ，国 家 积 极 实 施 儒 家 遗

产 专 项 保 护 工 程 ，国 家 文 物 局 委 托

曲 阜 市 文 物 局 开 展 的《文 庙 书 院 等

儒家遗产现状调研及保护利用规划

纲要》编制项目历时半年，也于近期

顺利完成了调研报告和规划纲要的

编制任务。

据 该 项 目 组 介 绍 ，在 省 级 及 以

上的文保单位中，我国现存文庙、书

院 等 儒 家 遗 产 数 量 为 546 处 ，其 中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181 处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365 处 。 文 庙 、书

院等儒家遗产单位占全国重点文物

保 护 单 位 总 数 的 4.3%，古 建 筑 类 总

数的近 10%。曲阜市文物局局长孔

德 平 认 为 ，作 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典 型 集 聚 地 ，曲 阜 理 当 为 提 升 优

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竞争力发挥引领

作用。

但是，调研数据同时显示，由于

各 地 文 保 条 件 参 差 不 齐，儒家遗产

在日常管理等方面依然存在困难，例

如地方财政投入不足、专业性人才匮

乏、文物利用方式同质化等。此外，

还存在社会影响力总体较小、文化价

值潜力有待挖掘等问题。

“ 文 物 保 护 工 程 要 以 研 究 为 基

础，切实做好价值评估。”近期在京举

办的儒家遗产保护利用专题研讨会

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建议，

要 改 造 提 升 现 有 的 展 陈 利 用 水 平 ，

突出主题形象，保持地方特色，同时

开展研学旅游融合发展等示范性项

目 。 从 分 散 管 理 到 形 成 合 力 ，让儒

家遗产保护朝科学化、规范化方向逐

步迈进。

参与《文庙书院等儒家遗产现状

调研及保护利用规划纲要》编制项目

的孔德铭表示，通过全面调研，他们

认为开展专项资源调查登录工作，实

施儒家遗产数字化工程，强调部门之

间联动协调，推进示范区建设工程等，

都是保护利用儒家遗产的切实对策。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郑

岩认为，找到儒家遗产“接地气”的利

用方式，是解决当下存在的问题的良

方 。 在 他 看 来 ，儒 家 遗 产 一 定 要 亲

民，避免曲高和寡，同时要规避浅表

化发展，不能搞一些流于形式的文化

活动。“儒家遗产应主动适应社会，深

入研究当下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

文化需求和表达方式，彰显对当今生

活的辐射、适用性。”郑岩说。

“保护和利用并不是对立关系。”

三孔旅游服务公司总经理尹洪福表

示，当前大多数儒家遗产的利用停留

在承担公共文化服务层面。应依托

儒家遗产资源，在演艺旅游、文创产

品开发、互联网营销等产业层面不断

创新、形成合力，共助这项宝贵文化

遗产合理利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院长朱汉

民认为，儒家遗产的最佳利用形态是

将 其 打 造 成 地 域 、社 区 文 化 传 习 活

动 的 综 合 基 地 。“ 让 儒 家 遗 产 深 入

百 姓 生 活 、切 实 为 百 姓 所用，不能

只依靠政府力量，应呼吁公益组织、

社会团体、社区群众等共同参与 。”

朱汉民说。

据新华社消息 （记 者 尚 升

符 晓 波）炎 炎 烈 日 炙 烤 着 大 地 ，

但 望 着 从 坎 儿 井 汩 汩 流 出 的 清

泉 ，新 疆 吐 鲁 番 市 高 昌 区 亚 尔 镇

加 依 村 农 民 吐 尔 逊·赛 依 都 力

感 到 清 凉 舒 畅 ，“ 以 前 坎 儿 井 的

水 几 乎 没 有 了 ，现 在 一 天 能 浇

20 多 亩 地 。”记 者 日 前 从 吐 鲁

番 市 旅 游 文 物 管 理 局 了 解 到 ，

依 托 五 期 抢 救 性 保 护 加 固 工

程 ，当 地 现 存 坎 儿 井 出 水 量 增

加 了 30% ，今 明 两 年 将 实 施 第 六

期 工 程 。

有“ 地 下 运 河 ”之 称 的 坎 儿

井，不仅是一项古老的水利设施，

更是作为文化遗产被列为国家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然 而 ，由 于 年

久失修、淤塞情况严重，很多渠道

存 在 塌 方 隐 患 。 此 外 ，由 于 坎 儿

井水源地和灌溉区过度开发机电

井，使得地下水位猛降，很多坎儿

井因此濒临干涸。

为了让这一古老的水利设施

恢 复 生 机 ，2009 年 起 ，国 家 文 物

局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文 物 局 共

投 资 9317 万 元 ，对 全 疆 164 条 坎

儿井进行抢救性保护 加 固 ，加 固

竖 井 1.5 余 万 个 ，掏 捞 清 淤 明 渠 、

暗 渠 近 714 公 里 。 其 中 ，吐 鲁 番

市 抢 救 性 保 护 加 固 坎 儿 井 130

条 ，加 固 竖 井 1.37 万 个 ，掏 捞 清

淤明渠、暗渠近 650 公里。已加固

维 修 的坎儿井出水量平均增加比

率超过 30%。

坎儿井是新疆各族群众根据

气候干旱 的 自 然 环 境 特 点 ，人 工

掏 挖 而 成 的 古 老 地 下 水 灌 溉 系

统。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显

示，新疆遗存坎儿井 1540 条，主要

分布在吐鲁番等地。

58位非遗传承人获大专学历

妥善保护、合理利用：

多元创新儒家遗产传承方式
本报记者 许亚群

连续 3 次被文化部评定为国家一级图书

馆、立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海洋文化论坛”持

续开展了 10 年，“图书馆智慧平台的研究与示

范项目”成为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辖区面

积 74.91 平方公里的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利

用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区图书馆为试点，充分

挖掘海洋文化资源，树立文化品牌意识，为建

设区域海洋文化中心凝心聚力。

智慧设施 让读者流连忘返

盐田区图书馆成立于 2001 年，按地市级

图书馆标准投资兴建，是盐田区最大的图书文

献集中地和信息交流中心。2016 年 6 月，为加

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文化

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和便利化，盐田区政府

投资兴建的图书馆新馆——盐田智慧图书馆

建成并正式对外服务。

面朝大海，文化芬芳。走进盐田智慧图书

馆，犹如置身于蔚蓝色的海洋。蓝色调搭配

韵律感十足的现代设计元素，鲜明地烘托出

图书馆的海洋主题。新馆以“海洋之书”为设

计理念，突出了现代海洋文化多功能综合图

书馆定位。

盐田区智慧图书馆打破了传统图书馆仅

提供日常借阅服务的固有模式。24 小时开放

的读海书吧使读者随时享受休闲阅读的快乐；

视障阅览区可以满足视障人员的阅读需求；创

客空间集合了 3D 打印机等多种新兴科技设

备，让读者施展创意；耳机森林是一座声音图

书馆，读者可以用听的方式体验阅读的快乐；

海洋文化园以“海洋探秘”为主题，叙述着人与

海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和谐之舞、放飞梦

想、帆板体验等内容丰富、科普性强的海洋文

化互动体验，让读者流连忘返；在少儿图书借

阅区、少儿多媒体阅览区、玩具图书馆，孩子们

或躺或卧，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

“智慧图书馆真的很神奇，竟然知道我喜

欢读什么书。”通过智能手环、移动 APP 等设

备，读者王晓红一走进图书馆就被图书馆后台

系统所感知，通过对她的阅读经历和爱好进行

数据分析，系统获取她所在的位置，即可结合

图书馆的资源状态、服务内容向她精准推送服

务。这里还配备了感应智能灯、带记忆功能的

自动升降座椅等智能化设备，使该馆的服务内

涵、外延及管理有了很大提升。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信

息可视化等技术，搭建起由智慧资源系统、智

慧感知系统、智慧服务系统和智慧管理系统组

成的图书馆智慧平台，对全部资源进行有序分

类和标引。读者通过电子屏查询搜索图书，能

够快速获知书籍所在的书柜及书架。系统还

可以根据人流量对空调、通风、灯光进行调节。

通过现代科技，盐田区图书馆实现了读者

智慧化服务和馆员智慧化管理。读者通过

“Touch 无 限 ”和“ 图 书 馆 移 动 门 户 ”等 移 动

APP，可以获取借书、查询和在线预约、浏览电

子图书及个性化阅读定制等服务；馆员通过

“激活”等智慧管理 APP，可以实时了解图书馆

的办证、还书、扣缴滞纳金等业务信息，提高了

管理效率。该馆还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为读

者提供“云悦读”你看书我买单免费服务，让图

书馆直接采购读者心仪的书籍。

文化惠民 打造特色品牌

“政府投入资金建场馆，不遗余力创新服

务手段，都是为了保障辖区百姓的文化权益。”

盐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秀说，盐田区委、

区政府将图书馆的建设纳入政府主管部门议

事日程，财政拨款逐年增加，力求将图书馆打

造为全区的文化地标和百姓的精神家园。

全年 365天对读者开放，配备 24小时还书

机、街区自助图书馆、网上图书馆、读海书吧、

书之城堡……盐田区图书馆服务读者细致入

微。为保障未成年人、残障人员、外来建设者

等弱势群体的阅读权利，盐田区图书馆制定了

《盐田区图书馆少儿及特殊群体读者服务管理

办法》，开设了玩具图书馆、绘本馆、少儿电子

阅读区；特设了视障阅览室，配备了电脑、有声

读物收录机等专用设备与软件；成立了盐田区

劳务工读书会，定期组织开展阅读分享、外来

青工知识竞赛、免费电脑培训和外来工子女免

费学英语等活动。

图书馆是全民阅读的主阵地。每年在世

界读书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深圳读书月等

节点，盐田区图书馆都会精心策划各类大型读

者活动，坚持开展各种阅读推广活动。2016

年，由“盐田阅读沙龙”“领读盐田”“山川上的

中国”等活动组成的全民阅读推广计划，拉开

了盐田区全民阅读活动的序幕。国务院参事

王京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嘉宾精彩

对话，给辖区居民带来一场场文化大餐。

培 养 孩 子 的 阅 读 习 惯 至 关 重 要 。 早 在

2007 年，盐田区图书馆沙头角分馆就推出了

“小桔灯”阅读推广计划，联动学校、社区，为辖

区少年儿童提供阅读资源、传播阅读理念，10年

受益儿童达 10万余名。2016年，该馆又推出了

针对低幼龄儿童的“儿童早期阅读素养启蒙”计

划，全方位提升幼儿的早期阅读兴趣和阅读能

力。活动场场爆满，深受学校和家长的欢迎。

山海资源是盐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自

2007年以来，盐田区图书馆策划组织了一系列

海洋主题读书活动，包括海洋文化论坛、海洋

地图展览、海洋故事坊、海洋知识竞赛、海洋诗

歌诵读、深圳市海洋日系列活动、深圳读书月

盐田区海洋文化系列活动等总计 700 余场，22

万余人次参与，传播海洋文化不遗余力。

迄今为止，“深圳海洋文化论坛”已连续举

办 10 届，成为中国海洋学界的知名品牌；始于

2009 年的“海图展览”连续 3 年受中国航海日

组委会邀请，在福建泉州、浙江舟山和江苏南

京展出，配合“中国古代海洋文献导读”等活

动，探索展览与导读相结合的创新活动方式。

“公共图书馆不仅要发挥公共文化服务

与社会教育的功能，还应为政府决策提供信

息支持。”盐田区图书馆馆长尹丽棠说，在做

好文化惠民的同时，该馆还发挥参谋助手作

用，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在图书馆设有查

询区，在地方文献室开设了政府信息公开专

架，多渠道为读者提供政府信息资源。同时，

不定期为辖区人大代表和区领导提供信息收

集、参考文献和专题搜索服务，为立法决策提

供信息支持。

成果丰硕 传播特色海洋文化

多年砥砺创新，盐田区图书馆取得了丰硕

成果。“图书馆智慧平台的研究与示范”项目获

得文化部 2013年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并于2015

年 4 月顺利通过验收。全区已建立“总馆、分

馆、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三级公共图书馆服务

网络，“10分钟公共图书馆服务圈”已经成形。

在诸多海洋文化品牌中，“深圳海洋文化

论坛”最为璀璨夺目。从首届“海洋图书与文

献”到第十届“一带一路文献建设”，论坛视野

一次比一次宽广，从单一主题走向系列活动、

由专家论坛走向公众参与、从深圳走向全国，

盐田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滨海城区的道

路上阔步前行。

由盐田区图书馆倡导成立的“一带一路”公

共图书馆之深圳·长三角地区特色文献联盟，促

进了国内公共图书馆文献的互联互通。联盟成

员馆共同致力于将“一带一路”文献资源转化为

文化资源，向公众提供“一带一路”文化服务，深

入发掘当地的“一带一路”文化遗产。

10 年来，盐田区图书馆收集的千余幅海

战图、航海图、中国古代海图、世界古代海图，

是古代海洋内容研究、古代舆图研究和现代海

洋研究的珍贵资料。其海洋类藏书也从建馆

之初的几千册增至现在的 3 万余册。2014 年，

该馆建立了全国首个“海洋文献联合目录库”，

通过目录库查阅资料、馆际互借等创新手段，

为海洋文化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

海洋文化系列活动连续获得深圳读书月

的“全民阅读示范项目”“最佳活动项目”“最佳

创新项目”和“优秀组织奖”，“小桔灯”阅读推

广计划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2013年社区乡

镇阅读推广活动最佳案例奖”，2015年获得“第

三批深圳市全民阅读示范单位”称号……一座

座金光闪闪的荣誉奖杯，彰显出盐田区图书馆

不变的文化情怀和创新追求。

深圳盐田：小城区图书馆做出大文章
陈建平 戴 波

近日，北京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透露，

周口店猿人洞保护工程预计将于今年底完工。

届时，因工程原因封闭的山顶洞、第 4 地点等遗

迹将向公众开放。

第 1地点（猿人洞）是周口店遗址的重要组成

部分，自上世纪 20年代发掘以来，长期受到日晒、

雨淋、风蚀等的破坏。2013 年 11 月，猿人洞保护

方案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国家

文物局的批准，2015年8月工程启动实施。

专家介绍，本次工程为猿人洞搭起的保护棚

覆盖面积 3700 余平方米，南北跨度 77.5 米、东西

跨度 54.5 米，最大高度达 35.7 米，保护棚采用空

间单层网壳钢结构，以实现对遗址本体的最小干

预，通过内外两层屋面的叠合设计，隔绝雨、雪、

冰雹、阳光等。因保护棚主体庞大，同时受场地

条件所限，运输和安装过程极为复杂，现场搭建

了两台大型塔吊，工作面长达 80 米，最大起重量

为 63吨。截至今年 4月，保护棚全部主体钢结构

施工已完成。

图为周口店猿人洞保护工程作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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