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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畲族自治县毛垟乡党委书记雷晓华：

敢想敢闯敢干，小乡镇也有大作为
 雷晓华近照。 受访人供图 雷晓华近照。 受访人供图

二十大代表风采

喜迎二十大·打卡新地标

扫一扫 看视频

喜迎二十大
洛阳龙门石窟与山西云冈石窟同

处一室，杭州飞来峰的布袋弥勒近在咫
尺⋯⋯当不同年代的石窟出现在同一
空间，恍若一场穿越。

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浙
江 省 委 、省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的 盛 世 修
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日前
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第三部分

“ 创 新 转 化 无 界 之 境 ”中 ，“ 取 像 传
真”板块深深吸引了不少观众。这座
首 次 在 国 博 呈 现 的 穿 越 时 空 的“ 石
窟”长廊，集中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
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最重要的 8
座石窟的 9 组龛像。

作为“盛世修典”策展的创举，这是
一场“让文物活起来”的生动实践。

在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浙江大学通过自主研发的全球领先
3D 高保真数字测量与重建技术，将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八大石窟中
的中国五大石窟和甘肃炳灵寺石窟、四
川安岳石窟、杭州灵隐飞来峰石窟群等
代表性龛像进行等比例复制。

这项以浙江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石
窟寺数字化保护 20 年的成果集结，实
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别中国文化遗产
在数字时代的汇聚。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实
践中，文物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金
名片”。20 余年来，浙大团队的足迹遍
及全国 24 个省（区、市），已经实施 150
余项珍宝级文物数字化工程，为国家珍
存了近 300TB 系统科学的文物数字档
案，使石窟寺等不可移动的文物实现跨
地域展览成为可能。

和时间赛跑

在中国代表性石窟寺的考古工作
现场，总能看到李志荣的身影。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
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作为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她每年有超一半的时间在田野一线。

在文物保护的进程中，有一项最终
的不可抗力：时间。

随着时间推移，文物的本体难免会
遭到自然力量侵蚀，其承载的历史信息
会发生变化，甚至有消失之虞。比如石
窟寺文物，不论石灰岩还是砂岩，都很
容易受雨水、渗水等各种水的侵蚀。而
岩体溶蚀，会使洞窟雕刻表面风化、形
成碳酸钙堆积等各种令人担心的病害
问题。因此，快速高效科学地记录、保
全文物的全面信息，成为当务之急。

李志荣 12 年的工作伙伴刁常宇，
这位浙江大学最早投身文物数字化实
践的计算机领域学者，对自然之力导致
文物信息消逝的感受则更直接。

作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
据实验室副主任，刁常宇是文化遗产高
保真数字化信息采集领域的专家。他
提到，云冈研究院对云冈石窟的形变监
测发现：在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3 月
之间，云冈石窟岩石风化脱落最深的地
方，居然有5毫米。

这个速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云冈石窟的一部分，在不远的将来，可
能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同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云冈石
窟，也存在于无数个文化遗产里。

“我们的工作就是和时间赛跑。”以李

志荣和刁常宇为带头人，浙大文物数字化
团队共有54人，一半以上是负责田野调查
和数字化的工程师，还有15位是从事文物
考古研究和数字化技术研发的专家。

今年夏天，团队的 4 支田野小队分
赴全国，为河南龙门石窟奉先寺、重庆大
足石刻、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与佛光寺，以
及杭州广济桥进行数字化“复刻”工作。

这场争分夺秒的角逐，对象是强大
的大自然。团队采用的多图像三维重
建技术，通过对文物进行多角度拍摄，
让计算机借助软件提取文物的“特征
点”，借助算法计算出文物对象带纹理
信息的三维模型，再结合激光数据，最
终生成高保真的模型数据。

浙江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文物数字
化技术研究的高校之一，自 1997 年起，
该校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开展文物数字
化保护和展示技术研发与实践，并逐渐
形成覆盖完整的文物数字化技术体系。

2000 年，在浙江大学鲁东明教授
的鼓励下，刁常宇加入文物数字化研究
团队。那一年，他将人工智能与艺术相
结合，开发出敦煌石窟虚拟漫游系统，
让人们能像玩 3D 游戏一样看敦煌石
窟。这一创新系统还走进了当年的德
国汉诺威世界博览会。

2010 年，刁常宇博士后出站，恰逢
浙江大学组建文化遗产研究院，他成为
001号正式员工。

“计算机+考古”，是一种少有人涉及
的跨界研究。如何理解考古界的理念，是
刁常宇最大的难题。好在没多久，这件事
因李志荣的加入而打开了局面。师从北
京大学宿白先生，李志荣不仅具备扎实的
考古学专业知识，更对数字化技术在考古
领域的应用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她把每一个数字化项目，都当成

技术进步的新尝试。”重庆大足石刻研
究院原馆长黎方银回忆，去年双方合作
对大足北山第 245 龛进行数字采集和
等比例3D高保真数字打印。“浙大团队
已开展过很多项目，技术上非常成熟，
起先我们都觉得，在大足无非就是再一
次的技术复制。”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李
志荣坚持，即使时间再紧也不能简单重
复以往，要尝试更新的技术。

后来，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阶段性
成果展重庆站的展厅中，当这龛高近 5
米、宽近4米，人物多达500多尊，器物多
达200余件，与原作毫无二致的造像呈现
在观众面前时，引来无数人的驻足称奇。

这些存在了上千年的文明遗存，得
以保持当下的姿态，继续在历史长河中
前行。“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是真
正把技术与文物保护进行结合的实践
派，从数字化技术到文物保护研究，形
成了一套成体系的研究成果。”复旦大
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王金华说。

深山“面壁者”

在敦煌研究院的墙上，有这样一段
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
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
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
她永不磨灭。”

2000年，就读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
业的刁常宇第一次来到敦煌。最开始，
眼前残损的壁画，远不如美景与羊肉串
更有吸引力。但第一次田野工作的经历
和之后十多次的敦煌之行，改变了他的
认识。“那些线条、色彩逐渐成了我身体
的一部分，脑子里会不断出现它的画
面。”刁常宇说，顿悟的那一刹那，眼前的
壁画变得如此之美。 （下转第二版）

让 国 宝 活 起 来
——记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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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上虞
冯洁娜） 一辆 26 英寸的自行车仅重 5
公斤，用两根手指就能轻易提起。日
前，在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开发区的浙
江中科恒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总监李克迪向记者展示了公司研发新
材料的独特之处，“PMI 泡沫复合材料
的重量只有钢材的七分之一。”今年 35
岁的李克迪带领一支85后年轻技术团
队，在国内率先对轻质耐高温PMI结构泡
沫材料项目进行技术攻关，并取得成功。

作为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绍
兴市上虞区正加快建设创新型“青春之
城”，出台《上虞区“十四五”时期青年发
展规划》，推动“青春产业”“青春社会”

“青春文化”“青春建设”“青春人才”和
“青春党建”的发展，在青年创业创新、
人才培养、基层治理等领域先行探索，
不断提升青年发展服务水平，让城市对
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

“‘青春产业’，不是简单的指青年
人比重大的产业，而是要着力打造对青
年友好的高附加值、高成长性、高技术、
高品质消费的‘四高’产业。”上虞区经
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上虞正加
快构建以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现代
医药为主导的“青春产业”，聚力打造以
曹娥江科创走廊为支撑，以曹娥江新材
料实验室、在虞高校及大学研究院等为
主干，以杭州湾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高

层次人才创业园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为支点的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今年
上半年，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新材料产业
产值达 610.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4.65%。“青春产业”的集聚与发展，正
反映了上虞“青春之城”的强支撑力。

“青春”不仅是年龄上的体现，更是精
气神的反映，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状态。上
虞以“青春文化”建设为载体，重视包括青
年群体在内的多元文化需求，推动传统文
化与新兴产业有机融合，让青年玩在上
虞、乐在上虞，让城市焕发活力。

“咿呀咿呀游”艺术市集在上虞年轻
人中很有影响力，每周都会举办飞盘、自
行车骑行、陆冲等不同社群集会。艺术

市集所在的上虞e游小镇已成为青年投
资兴业、创新创业的大平台。“我们以打
造本土夜经济与数字文创相结合的商业
艺术空间为目标，突出数字文创产业特
点，努力建设上虞青春社群活动的新地
标。”e游小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虞还着力构建更加有利于青年定
居和发展的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
理三位一体的“青春社会”建设体系，进
一步壮大青年群体、激发青春力量、鼓励
青年建功、提升城市活力。随着青年“尚
志、尚贤、尚创、尚乐、尚居、尚治”六大工
程的全面推进，上虞正以更开放的思想、
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营造一座近悦
远来、充满活力的“青春之城”。

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 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

上虞打造创新型“青春之城”

本报讯 （记者 朱浙萍 金思成
共享联盟·金东 杨梅清 陈方恺） 国庆
假期，位于金华市金东区岭下镇岭五村
的省运会马术馆里热闹不已。

这座位于乡村的马术馆，占地37.5
亩，于今年5月底正式运营。除了作为
省运会马术比赛、训练场地，还面向游
客开放了骑马体验、马术培训等特色项
目，成为游客打卡新地标。

不少游客是第一次体验“马背上驰
骋”的快感。在近距离参观马厩、与马
儿亲密互动后，金华市民李先生鼓起勇
气跨上马背，在教练指导下小心翼翼在

跑马场上打起圈子。“谁还没个策马奔
腾的梦想呢！”李先生说，除了体验骑马
乐趣，他还在马术馆免费听了一场公开
课，了解马术运动、马匹养护等知识。

“马术馆的投用，极大地激活了岭
下镇文旅产业发展。”岭下镇人大主席
邢师军告诉我们，就在离马术馆不到 1
公里的岭一村，总投资 5000 万元、由
35 栋村居组成的婺派
风格精品民宿群正在
加紧装修中，不久后将
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
食、住体验。

省运会马术馆：

驰骋追风“骑”乐无穷

游客在教练指导下游客在教练指导下体验骑马体验骑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思成金思成 摄摄

本 报 宁 波 10 月 6 日 电 （记 者
周文丹 共享联盟·奉化 严世君 卓建青）
6日傍晚，宁波奉化溪口应梦里景区游人
如织。自7月试营业以来，这个主打夜游
的景区迅速走红，成为当地热门打卡地。

进入街区，浓浓的历史韵味扑面而
来。巷口的黄包车、有年代感的店铺招
牌⋯⋯人们仿佛穿越时空。当天色渐
暗，各色霓虹灯亮起，这里又变成一个

新潮的未来世界。行走在夜幕下的应
梦里，你会遇到“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大
型户外演艺秀，偶遇街头主题表演，还
能与儿时经典游戏中的角色互动⋯⋯

“沉浸式演艺体验，让
游客身临其境，这也是
景区成为‘爆款’的原
因之一。”景区品牌部
负责人裴一臻说。

奉化溪口应梦里景区：

身临其境 穿越今昔

应梦里景区应梦里景区沉浸式沉浸式夜游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夜游吸引众多游客打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文丹周文丹 摄摄

扫一扫 看视频

本报讯 （记者 黄彦 共享联盟·
遂昌 郑雨薇 潘雨妍） 在遂昌县三仁
畲族乡，“隐藏”着一座乡村博物馆——
遂昌石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成立于
2015 年，今年 8 月进行改造提升，9 月
入选浙江省第二批乡村博物馆名单。

博物馆内，琳琅满目的各种石头
让人目不暇接，有神似狮子“镇馆守
门”的黄蜡石，有“年龄”上亿年的木化
石⋯⋯1000多件石展品不仅涵养了乡
村的人文底蕴，也成为周边群众的科

普窗口。“我在抖音刷到了这座博物
馆。”市民叶虹带着孩子来参观，学习
了解这些石头的成因、成分和用途。

“这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天
然艺术品。”在博物馆馆长兼创始人袁
坚威看来，石之“奇”不仅在于外表，通
过了解它们的成因，
还可以探索地质变迁
等科学知识，无论观
赏、收藏还是科普，都
很有意义。

遂昌石文化博物馆：

观石品石 读懂自然

扫一扫 看视频

展厅内展览的黄蜡石展厅内展览的黄蜡石。。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遂昌遂昌 郑雨薇郑雨薇 摄摄

本报讯 （记者 陆遥 共享联盟·
德清 王力中 通讯员 俞轶凡） 西湖赏
景、良渚踏秋、云和品茗⋯⋯国庆假期，
响应就地过节倡导，以本地游、近郊
游、周边游为代表的“微度假”成为大
众首选。

假日期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特
别推出了“文明圣地，朝圣之路”深度
体验游。访客坐上专车，在良渚古城

“金牌”社教专员带领下，参观良渚博

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瑶山遗址公
园和老虎岭遗址公园，全方位感受良
渚文化的魅力。该活动超过 10人即可
开团，能给予访客更深度的体验。

假期里，短途旅行依然是很多人的
出游选择。以杭州为例，临安青山湖、
安吉小杭坑等周边地区成为市民出行
的热门目的地。

还有许多人选择到乡村打卡多彩秋
景、畅玩露营派对、体验风味人间⋯⋯不

用走远，还能玩出新花样。如淳安下姜
景区推出了民谣歌会等活动，让乡村游
更添趣味；云和梯田景区把茶室搬到了
稻田里，让游客边赏景边品茶。

不少景点推出了亲子项目。比如，
德清县莫干山开元森泊度假乐园推出
多种体验感强、参与度深的沉浸式特色
旅游项目，主打精致水乐园，增加非遗
手工、宋代点茶体验，预计 7 天长假总
游客量可突破3万人。

国庆假期短途游、乡村游成热潮

近享身边好风景

10月6日，市民在浙江美术馆参观“江南好——喜迎二十大主题书画展”。该展由浙江美术馆策划举办，展品作者为活跃于当今艺坛的老、中、
青书画名家。作品题材丰富，有的描绘了江南风光和浙江人文历史，有的反映了新时代发展成就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 本报记者 吕之遥 摄国庆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