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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斌） 记者日前从省文
化和旅游厅获悉，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
2023—2025 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我省的福建省三福古
典家具有限公司（依托“仙游古典家具制作
技艺”非遗项目）、福建省振昌园林古建筑有
限公司（依托“惠安石雕”非遗项目）、沙县小
吃集团有限公司（依托“沙县小吃制作技艺”
非遗项目）、武夷山香江茶业有限公司（依托

“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非遗项目）等 4
家非遗相关企业榜上有名。

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重要方式，主要应用于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利于增加项
目实践频次、壮大传承队伍、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有利于促进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有机
结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推动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高质量传承发

展。此次上榜的 4 家企业在传承人以及当地
群众中具有良好影响和声誉，取得较好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上榜企业要处理好保
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的关系，坚持项目保护优
先，不断强化项目保护力度，全面掌握并运用
传统工艺核心技艺和关键技术，探索运用现
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要加
强传承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代表性传承人

在带徒传技、交流推广、技术研究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建立年龄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素质
优良的人才队伍；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聚焦
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和标准的研究，助力行业
发展和产业升级，推出更多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优秀产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每 3 年复核一次，同时开展新一轮认
定工作。

4家闽企入选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

本报讯（记者 许可欣 通讯员 毛雯丽） 3 月 30 日至 31
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瓷器起源的科技创
新研究”开题报告会在南平市光泽县举行。记者从此次活动获
悉，2023 年，何家潭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进一
步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保存情况、文化性质等。

此次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墓葬、灰
坑、灰沟、烧土堆以及柱洞等遗迹，出土遗物以陶器、原始瓷和
石器为主，其中陶器既具有鲜明的闽西北地区南山文化遗存、
马岭类型和白主段类型等土著特色，又有来自赣鄱平原及长
江中下游的文化因素，为以往闽江上游地区所未见。

何家潭遗址为福建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内涵
较丰富、等级较高的一处史前中心聚落遗址。该遗址的发现，
将为探索福建史前文明的来源以及与中原地区文化互动关系
提供重要材料，也将推动福建地区史前聚落演进与文明化进
展的深入研究。

何家潭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

本报讯（记者 肖榕） 正衣冠、盥洗礼、献花、鞠躬、敬
茶……3月 30日下午，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支持下，福建省工
艺美术学会举行了以“瓜瓞绵绵 华绮福漆”为主题的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袁师永收徒仪式。有关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工艺
美术界代表共计 100余人参加了这场传统仪式。

袁师永从艺 50 年，德艺双馨，为福州雕漆技艺重生开拓
了一片新的天地，尤其是在创作的题材、画幅和人物的刻画上
独树一帜。袁师永潜心研究福州漆技艺，师古却不泥古，将多
种漆艺技法融会贯通，且自成一格，并先后创作了脱胎漆器

《毘卢遮那佛》、雕漆挂屏《朝元图》等代表作品。他表示，希望
弟子们能崇尚敬德，守正创新，传承好福州漆艺，让这项具有
千年历史的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福州是中国漆艺的重镇，福州漆器是中国漆器的代表之
一。作为福州漆艺的代表，拥有 200 多年历史的脱胎漆器，是

“闽都工艺三宝”之一，并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
为中国传统工艺品“三宝”。2006 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福州雕漆也
称“福犀”，2022 年被列入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

福州雕漆大师
以传统仪式收徒

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东南大学了解到，该校牵头的科
研团队设计制备出一种能够在生物体内自然降解的新型压电
材料，为今后研发“微型机器人医生”提供了一条重要技术路
径。国际学术期刊《科学》3月 29日发表了相关论文。

“压电材料在生活中很常见，比如医院做B超检查的手持
探头里，就有压电陶瓷晶片。”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东南大学青
年教师张含悦告诉记者，压电材料能够将压力与电信号相互
转化，因此是不少传感器的关键组件。

她介绍，近年来，在生物医学领域，可植入体内的压电材
料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利用压电材料的传感特性，我们可以
设计一款‘微型机器人医生’，它顺着血管在人体内游走，帮我
们监测身体各器官的实时状态，掌握用药后的治疗效果。”张
含悦说。

但要实现这些“科幻情节”并不容易，难点在于，目前主流
的压电材料要么是陶瓷这样的无机物，要么是类似塑料的聚
合物。“这些材料绝大多数都无法在生物体内自然降解。”张含
悦的目标是研制一种新型材料，它能够在可控的时间内完成
任务，随后自行在生物体内降解，且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张含悦等人开发出一种有机铁电晶体，在上千次尝试后，
成功制备出可在生物体内降解的柔性压电薄膜。动物实验结
果显示，以这种薄膜为基础制成的微型压电器件，能够在生物
体内正常发挥传感作用。

张含悦表示，她和团队将进一步优化新型压电材料的各
项特性，为今后研制“微型机器人医生”储备技术方案。

我国高校研制出
可体内降解的新型压电材料

本报讯（记者 林霞） 3 月 30 日，华为 ICT 大赛 2023—
2024 中国创新赛总决赛在厦门举行，来自 31 所高校的 50 支
队伍相聚厦门大学翔安校区，通过现场“演示+答辩”的方式
进行总决赛大比拼。本次中国创新赛总决赛由全国高等学校
计算机教育研究会指导，并首次与高校联合举办。

现场，参赛队伍按照主要使用的 ICT技术进行分组比拼，
评委通过现场巡馆，考察作品的创新性、系统复杂性/技术复
合性、社会效益、功能完备性，并综合参赛队伍的答辩表现进
行评分，排名前 12 的队伍将入围今年 5 月在深圳举办的全球
总决赛。

本届大赛分为实践赛和创新赛，其中创新赛主要考查学
生对 AI 等 ICT 技术的综合应用和创新能力，要求学生从行业
场景或生活真实需求入手，采用人工智能+鸿蒙、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实现一个具有社会效益和
商业价值的解决方案并设计出功能相对完备的作品。中国创
新赛吸引了全国 130 所高校的 467 支队伍近 1400 名学生报名
参赛。此前，经过初赛选拔，最终 50支队伍入围总决赛。

总决赛参赛队伍通过所学华为 ICT 技术，结合电力、交
通、物流、医疗、环境、能源、农业、文化等行业痛点，解锁更多
个性化应用新场景，例如智慧农业巡检机器人、壁画修复与
生成模型、清洁能源发电预测管理系统、聋哑人手语翻译系
统、留守儿童学习陪伴助手等。作品将创新性与社会效益充
分融合，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

当天还举办了 ICT 人才发展高峰论坛，教育部高等学校
教指委专家、高校领导、华为专家、华为 ICT 大赛获奖队伍指
导老师等近 200位嘉宾围绕数智时代下AI产业与技术的发展
方向、大学计算机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更好地以赛促
教等话题，深入探讨 ICT人才发展及培育新方向，为高校计算
机人才培养提供新思路。

ICT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英文缩写，即信息技术加上通信技术，近年来
备受关注的 5G、AI、云计算等等都可以纳入 ICT 范畴。华为
ICT 大赛自 2015 年举办以来，影响力日益增强，已被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正式纳入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项目榜单。

华为ICT大赛
创新赛总决赛在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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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由省体育局指导，泉
港区人民政府、泉州市体育局联合
主办的2024“中国长寿之乡·泉港”
半程马拉松，在泉州市泉港区锦绣
公园鸣笛开跑。来自五湖四海的近
万名跑友在春日清晨里共赴山海，
用脚步丈量泉港的独特魅力。

本次赛事是泉港区举办的首
个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认证马拉松
赛事，分为半程马拉松和 5公里欢
乐跑，起点和终点均设在锦绣公
园。选手们途经姑妈宫、诚峰一级
渔港码头、五里海沙、山腰盐场等
泉港地标和人文景观，沿路欣赏山
海旖旎风光。

李向娟 林弘梫 摄影报道

竞跑泉港

三月，春日来临。
周末，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报国寺人头

攒动。千年古刹内，一场场名为“旧书新知·
读书报国”的图书交易活动，吸引了数万市
民参与。

读者从这里带走的书，并非近年来上市
的新书，而是或多或少有些泛黄，甚至是别
人家中存藏已久的旧书。

旧书找到新知己

“让旧书找到新知己，从旧书中获取新
知识”，报国寺“旧书新知”活动的宗旨，清晰
地写在现场展牌上。

四进院落内，各个摊位上，文学名著、历
史典籍、人物故事、绘画书法等古旧书品类
齐全、摆放整齐，以极低的价格出现在读者
面前。玻璃展柜里，明学者堂刻本《陶渊明
集》、清道光朱墨套印本《文心雕龙》等古籍，
散发着柔光。

为方便读者淘到自己喜爱的书，活动主
办方不仅邀请了中国书店、北京图书大厦、孔
夫子旧书网等图书销售企业及多家出版社带
来万余册古旧书，还设有“全民晒书区”“旧书
换书”区，方便书友们售卖和互换图书。

这样的市集，并非孤例。近年来，北京市
在朝阳书市、地坛书市、新春庙会增设古旧
书交易专区；上海在苏州河畔设置“淘书乐·
樱花谷旧书市集”；天津将古旧书交易市场
从古文化街商贸区迁至鼓楼西街，为爱书人
士搭建交流平台。

“这本设计类的全彩画册，如果在书店购
买需要几百元。在这里，不到一半价格就可以
买下来。”一名前来淘书的在校学生告诉记者。

古旧书行业，其实是与出版行业相生相
伴的。随着时间流逝，一些书籍的文物和文
献价值越来越高，版本越来越罕见，便逐渐
成了古旧书。

“当下在行当里，我们一般把 1911 年以
前包括写本和用中国传统刷印技术、装帧方
法制作出来的书叫‘古书’，把之后主要使用

西方现代印刷技术印出来的书叫‘旧书’。”
中国书店董事长张东晓介绍说。

谈及近年来古旧书市场的新变化，张东
晓说：“我们的营收稳定在 1 亿元左右，整体
平稳。古旧书市场越来越受重视，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各地或恢复旧书交易市场，或在
书展、书店开设古旧书交易专区，给行业带
来了新的生机。”

流通起来，传承下去

在图书出版行业从业 30 余年的资深编
辑李其功，给记者细细算了一笔账：当前我
国每年出版新书超过 50万种，其中只有极少
一部分能进入畅销书行列，大部分书的印数
在 2000 至 3000 册之间。书出版两年内算新
书，可按全价或者七折至八折出售。第三年，
新书就成了折扣书，出版社就要为它的减值
做准备了，差不多一年减 30%。那么，出版 5
年后，书的售价就不足定价的四分之一了。
清库存时，卖不掉的书会被当成废纸，论斤
售卖，送进造纸厂。

“这时，如果经营古旧书的企业，以高于
废纸价格的价钱回收这些书，甚至一本书给
5 到 10 元，对出版社而言无疑是一件合算的
事。于整个出版行业而言，也是一件资源再
利用的好事。”李其功说。

于读者而言，从古旧书企业购买折价
书，同样合算。因为它们仅仅是出版时间长
一些，并不“脏”和“旧”，李其功分析。

在大型古旧书、二手旧货和商品交易平
台孔夫子旧书网上，注册用户超过 2000 万，
开通书店书摊的商户超 40万家。“据统计，孔
夫子旧书网上低于 5 元钱的书有 4000 多万
种，低于 10 元钱的书有 8000 多万种，平均每
单交易额在十几元至二十元之间，读者是实
实在在地买得起书。”孔夫子旧书网总经理
孙雨田对记者说。

作 为 传 世 文 献 ，古 籍 的 意 义 自 不 待
言 ——经、史、子、集，经版刻墨印，传布四
海；书承文脉，香满家园。

旧书，虽不像古书那样珍稀，但也并非
没有价值。有些书的初版，既受藏书爱好者
欢迎，又有很高的版本价值，于学术研究而
言是可贵的资料。

即便是近年来出版的、变“旧”了的新
书，于需要它的读者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
义。毕竟，再旧的书卷里，也藏着新知。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挂着学者们赠予中
国书店的书法作品，其中文物研究专家王世
襄写道：“保存文献 功在千秋”。

古旧书行业，在运营过程中，的确能起
到“聚珍”的作用。

走进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善本区，仿佛走
进了一个小型的典籍博物馆——不同时期的
古籍琳琅满目；写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
色印刷、石印、铅印、珂罗版等各种印刷技术
制作的书籍俱全；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
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装帧形态齐备。

“70 余年来，我们为国家公藏单位提供
和修复了数以万计的珍稀古籍，抢救性地从
海外回购了数以千计的善本。有文化传承意
义的古籍，我们会编印成出版物出版，以飨
学林。”张东晓说。

孔夫子旧书网，则汇聚了海量的民俗典
籍、名人书信、方志、戏曲唱本、旧期刊、汉学
书籍、红色文献。

“我们保存的文献中，有 40 多万件名人
书信，9 万多种民俗古籍，1.2 万余种红色文
献。其中有从废品中抢救出来的钱锺书手
稿，也有网友发现的非常珍贵的《共产党宣
言》初版，以及晋察冀地区讴歌共产党的多
种书刊。各地修建纪念馆时，常常会来我们
这里寻找资料。”孙雨田介绍，“孔夫子旧书
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甚
至海外的中文文献尽量聚合起来，建一个体
量巨大的杂书馆，涵古盖今，免费对公众开
放，让读者有需要时可以随时来查阅。”

古旧书行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各类
书籍再度流通起来，盘活巨大的图书存量市
场，让读书人买到各自需要的书，也在于“聚
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淘书群体越来越年轻

潘家园旧货市场给古旧书市集的客户画
了一幅像——以 40 岁至 50 岁男性为主要客
户群体，近年来也呈现出客群年轻化以及女
性客群增多的趋势。这与孔夫子旧书网的用
户画像是一致的，过去孔夫子旧书网注册用
户大概一半是50岁以上的人，但近年来，有越
来越多的年轻用户注册账号，当前40%以上用
户在30岁以下、33.3%在25岁以下。

“原本以为，年轻人可能不爱阅读纸质
书，更谈不上喜欢古旧书。但现在发现，年轻
人中喜欢读书的人很多，也能接受古旧书交
易。”孙雨田说。

这增强了从业人员对古旧书市场的信心。
中国书店相关负责人认为，繁荣古旧书

行业，需要社会提供“土壤”和滋养。首先，要
在全社会强化爱读书的氛围，人们爱读书，
古旧书的流通就有了环境；其次，要提高对
旧书价值的认知，让旧书继续流通，提高全
社会图书资源利用的效率；再次，给予古旧
书流通一定的政策和人才支持。

如何对不同类的古旧书进行细分，以促
进其合规、规模化地交流，仍有研究的空间
与必要。孔夫子旧书网呼吁有关方面制定适
合古旧书业发展的管理法规，明确交易内
容、交易管理方针等。

对于古旧书行业的发展，不少学者都有
过期许。如季羡林曾在给中国书店的致辞中
写到“要重视古旧书业”，齐燕铭曾借陆机

《文赋》“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观
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等词句强调古
旧书业的重要性。

“我们希望古旧书行业能得到全社会的
认同和支持，大家共同努力、融合发展，从文
化上传承我们优秀文化，从经济上形成自身
发展的良性运营模式。以此，让这个行业润
物又持久。”张东晓说。

（转载自3月26日《光明日报》）

春日，携一卷泛黄的书回家
——古旧书市焕发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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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2024 同安越野赛在厦门市同安区三秀山村开
跑。本届比赛设有50公里、30公里、8公里等多个赛事组别，吸引
了近2000名国内外越野跑选手和户外爱好者“斗阵逐野”。

同安越野赛是厦门体育集团打造的自主 IP 赛事，目前已
经举办三届。赛事获得了国际越野跑协会（ITRA）和环勃朗峰
越野跑世界系列赛的双重认证，选手成绩得到两大组织认可。

该赛事也是厦门体育集团贯彻“体育+乡村振兴”“体旅
结合”理念的实践，尝试把体育赛事体验和田园生活体验、城
市周边旅游有机融合，助力乡村经济发展，打造全新的具有厦
门和同安特色的品牌赛事活动。

施辰静 雾雨川 摄影报道

“逐野”同安

3月 31日，泉州南安市金淘镇侨光中学，周末体育大课堂的学生们正在进行排球训练。近年来，作为我省体
育特色传统学校的侨光中学，注重培育发展乒乓球、排球等传统体育项目，通过体育运动专业知识讲解与技能
普及，丰富学生体育活动。同时，在每周末开设乒乓球、跳绳、篮球、羽毛球等公开运动课程，鼓励学生走进校园
进行体育锻炼，促进乡村青少年茁壮成长。 谢贵明 摄影报道

周末体育大课堂周末体育大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