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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于江苏无锡大运河旁的清名

桥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存与市井烟火

编织出了一座“运河活态博物馆”，监测

科技则守护着这片“江南水弄堂”；行走

在宜兴市蜀山古南街，经过“小规模渐

进式”改造的街区既能感受到清新时

尚，又能看得见时代肌理；驻足前墅龙

窑旁，闪烁 400 多年的窑火混合陶片的

敲击声，浓缩进一张张“数字身份证”，

让古老技艺返璞归真……

城 市 是 一 个 民 族 文 化 和 情 感 记

忆的载体，历史文化则是城市魅力之

关键。

春光融融之际，探寻文脉流芳的

无锡，记者发现：保护第一、传承优先、

守正创新的理念，让这里的古建筑、老

街区、传统技艺得以整体保护和活态

传承。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

无锡，文物建筑之“活”、科技创新之

“智”，正在带动历史文化传承之“火”。

在保护中发展——
让历史风貌与现代

潮流交相辉映
背靠蜀山，面向蠡河。漫步在宜

兴市的蜀山古南街，脚下是整块的青

石条，满眼是多姿的雕花木格窗。大

大小小的紫砂陶器店铺、紫砂工艺师

旧居、茶馆、艺术馆鳞次栉比，时尚感

扑面而来。细细咂摸，似乎又看得出

光阴的痕迹。

形成于宋代之前的蜀山古南街，是

中国重要的紫砂文化发源地和传承

地。2015 年起，蜀山古南街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修缮的大门开启。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王建国领衔的团队奉行

“小规模渐进式”原则，对历史街区进行

“适应性保护改造”，通过研究建筑的结

构和建筑材料的退化机理，为建筑“治

小病防大病”，并将其与居民的社区生

活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条老街的复兴，折射出文化遗产

保护孕育的勃勃生机。一座老建筑的

功能蝶变，见证着工业遗存保护中的文

化传承。

蜿蜒曲折的京杭大运河，像一条巨

龙从无锡缓缓流过。运河边的茂新面

粉厂（以下简称“面粉厂”）旧址上，挺立

起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以下简

称“博物馆”）。

封印一段时光，可为子孙后代留下

绵延不息的记忆。行走于博物馆，不仅

可以看到过去面粉厂的制粉车间、粉库

及办公楼等 20 世纪 40 年代的建筑，还

能看到面粉生产、纺织等工商业发展的

各种老物件。

“将面粉厂旧址改建为博物馆的

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一系列技术手段

修缮老建筑。”无锡博物院专题馆部主

任文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们对表

面粉化剥落的建筑外墙面采用渗透加

固、封护的形式进行修缮，并采用排盐

纸浆多次贴敷建筑表面，为其进行脱

盐处理。针对毛麦仓西立面户外部

分、制粉车间北立面外墙存在的粉化

剥落病害，我们喷洒、局部涂刷硅酸乙

酯类材料，对建筑的整体砖墙进行渗

透加固。”

在发展中保护——
让老街区古遗存活化

利用永葆生机
千年古运河穿城而过，在与伯渎港

交会处，一桥飞架运河两岸。这座桥便

是无锡古运河上最古老、规模最大、保

留最完整的单孔石拱桥——清名桥。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是世界文化

遗产大运河江南运河无锡城区段的组

成部分。2007 年，街区保护规划在两

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的指导

下，通过对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

筑的保护与修缮，植入符合保护要求与

发展需要的功能业态，实现了遗存的活

化利用。

漫步如今的街区，名人故居、艺术

中心、新潮茶饮、文艺书店、网红民宿首

尾相望。在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背后，以

街区为核心的古运河两岸，如今正被一

双双“慧眼”时刻关注。

“从去年起，无锡的世界文化遗产

监测中心开始运行，对大运河遗产区的

建筑构件稳定状态，湿度虫害，大气指

数，雨水指数，水位、水质、水流情况进

行监测；对于水质的管控处理，我们采

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科技方法进

行治理。同时，我们通过种植水草和围

养水生植物，净化大运河水质。”无锡文

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秘书长杨建民与记

者分享。

2000 多年的运河流淌，串联起江

南长盛不衰的文明。而闪亮了 400 多

年的窑火生生不息，将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代代相传。

宜兴前墅龙窑始建于明代，延烧至

今，是我国目前仅存的两座活的明代龙

窑之一，200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现在，前墅龙窑每年还会至少烧

6 次窑。通过烧制，让窑体在‘用’中

‘活’。”前墅龙窑柴烧技艺传承人华盛

说，“龙窑建成后到现在一直没有断过

火。每次烧完后，我们还会保养。”

华盛正在精心打造前墅龙窑的品

牌，他和团队将前墅龙窑陶器的细节图

拍摄下来，将图片输入电脑，再生成一

串数字，最后制成数字身份证，一起发

送给买家，以便大家辨别真伪。

“传统文化需要年轻人传承，我们

希望用新技术、新手段来保护传统文

化，传承传统技艺，让更多人了解、爱上

这些文化遗产和古老技艺。”华盛表示。

保护与发展，让文化遗产闪耀时代华彩
——“ 文 化 中 国 行 ”之 无 锡 走 笔

文化中国行文化中国行
◎本报记者 金 凤 张盖伦 李 坤

融媒体摄像 李忠明

4 月 25 日至 29 日，主题为
“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将首次在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国际
创新中心举行。

图为 4 月 24 日拍摄的中关
村国际创新中心。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中关村论坛

将启用新会址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4日电 （记者

操秀英）24 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

渤海油田渤中 26-6凝析油田一期开发

项目正式开钻，拉开全球最大变质岩油

田开发的序幕。

据介绍，渤中 26-6 油田位于渤海

南部海域，距离天津市约 170 公里，平

均水深超 22 米，2024 年新增油气探明

地质储量超 4000 万立方米。该油田累

计探明地质储量突破 2 亿立方米，是全

球最大的变质岩油田。

经估算，渤中 26-6 油田能够开采

原油超 3000 万立方米，提炼成汽油后

能够满足百万级人口城市居民日常交

通使用超 20 年，同时可开采天然气超

110 亿立方米，能够满足百万级人口城

市居民家用燃气超 60 年，具有可观的

社会与经济效益。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工程技术作

业中心总经理刘宝生介绍，渤中 26-6

油田开发项目平均井深 4835 米，最大

井深达 5049 米，预计钻井进尺将超过

16 万米，相当于要钻穿 18 座珠穆朗玛

峰的高度。其目的层为太古界潜山变

质岩地层，它是数十亿年前古地质历史

时期被新沉积岩所覆盖的基岩凸起，随

着时间推移运动下沉至地下几千米深

处，属于基岩古地貌。该项目为我国海

洋石油工业勘探开发迈向深部复杂领

域再一次夯实基础。

潜山基岩主要为高硬度花岗岩，

平均抗压强度达 137—275 兆帕，超过

混凝土近 9 倍，甚至可高于铸铁的强

度。其埋藏深，地层温度达 178℃，这

种高温高强度的极端作业环境给钻井

仪器设备的可靠性带来严峻考验。为

保证油田高效开发，中国海油推动了

钻头、高温泥浆体系、配套提速工具及

高温定向井仪器改进等工作，特别是

升级优化了高抗扭钻具，确保了油田

顺利开发见产。

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渤中26-6开钻

科技日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

马爱平）“大麦，是全球第四大禾谷类作

物。在啤酒工业历史悠久的德国，大麦

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在中国，大麦有

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可追溯至大约

4000年前。我国大麦年均生产面积约

100 万公顷，总产量 450 万吨—500 万

吨。”4月23日—24日，在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德国莱布尼茨

植物遗传与作物育种研究所（以下简称

“双方”）联合主办的大麦对气候多样性

的适应机制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大麦适

应性学术报告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周文彬表示。

由于大麦具有适应性广、抗逆性

强的特点，在全球得以广泛种植。因

此，研究大麦对环境适应性的形成机

制，对于当前人类应对复杂的气候变

化、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大麦

属野生物种泛基因组计划协作国际联

盟成立，大麦基因组学研究取得了一

系列突破性进展：参考基因组质量不

断提升、泛基因组从 20 个扩展至近百

个品种；大麦对气候、逆境胁迫等环境

适应性的重要基因和形成机制也得到

了深入的发掘和解析，为定向育种改

良奠定了基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平介绍。

近年来，中德科学家紧密合作，推

动大麦研究国际协作迈上了新台阶。

双方围绕种质资源研究与利用、生物信

息学、基因组学技术等领域发表了多项

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有效地带动

了我国大麦基础研究的发展，提高了我

国大麦研究群体的国际影响力。

“双方联合承担中德科学中心资

助的中德合作交流项目‘群体基因组

学研究解析大麦环境适应性规律’，自

2022 年 11 月启动以来运行良好。双

方通过前沿的基因组学技术，探索出

大麦对气候多样性适应机制的形成规

律。”周文彬表示，本次大会将有助于

加强中德在大麦学术研究和产业应用

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国际大麦研究

的协作助力。

中德大麦研究国际协作迈上新台阶

（上接第一版）经过校内外多次调研，他

和团队认识到，工程实践教育传承、锤

炼工匠精神的传统不能丢，但必须将基

础技能训练与先进制造技术、前沿工程

理念以及各学科领域有机结合起来。

在学校大力支持下，训练中心对课

程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

将课程设计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功能的

模块，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进一步拼接

组成完整的课程模块族。当新技术出

现时，只要适当增减模块，即可排出新

的课程。

“通用模块”与“专业模块”的自由

组合，既满足了学生的基础训练需求，

也 能 适 应 各 专 业 学 生 的 深 入 实 践 需

求。李双寿举例说：“比如，一名汽车系

的学生可以从基本的铸造、焊接技术实

践开始，逐步深入到对汽车材料加工、

设计制造乃至产业管理的实践学习。”

李双寿带记者随机走进训练中心

的一堂实践课。这里的情形与一般课

堂不同——同学们正站在场地中间热

烈研讨，老师则在一旁认真聆听。“现在

学生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李双寿说，

“因为大家感到，实践课程与自己的专

业密切相关，而且站在产业最前沿。”

“ 希 望 这 里 走 出 的
每一位学生都是创客”

2013 年，依托训练中心，iCenter 创

客空间正式成立，在全国率先将创客教

育引入工程实践。

“创客教育与未来工程教育的核心

理念不谋而合，二者的结合也是顺其自

然。”李双寿认为，未来工程行业将更多

围绕场景展开，因此工程教育也应培养

学生构建场景的能力，尤其是培养对未

来场景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并通过对具

体产品的创新、创造，倒逼学生学习掌

握新技术、新知识。

不久前，北京市公布第五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北京众清科技有

限公司榜上有名。这家企业就是 iCen-

ter孵化的众多创新企业之一。

该公司核心成员、毕业于清华大学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马川至今

记得，创业初期，iCenter 曾无偿提供给

公司上百平方米办公场地，并为公司介

绍加工工厂，甚至提供融资资源，帮公

司度过了艰难的起步阶段。

不仅是创业者，在 iCenter，每一个

有想法的创客都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

支持。

穿梭在16500平方米的iCenter实训

场地中，记者看到，3D 打印快速成型实

验室、技术开放工作室等活动空间，到处

都有同学们忙碌的身影。激光切割、激

光内雕、3D彩色人体扫描仪……大量先

进制造技术和设备，正在为学生的各种

创新产品开展加工服务。

“我们的资源是开放式管理，各年

级学生都可以申请使用中心的场地、设

备。哪怕是一张粗略的示意图，经过专

业教师指导，也可以变成一件产品。”李

双寿说。

除了硬件支撑，训练中心还在模块

化课程中新增了创客教育相关课程，覆

盖从技术到市场的创新创业全链条，并

于 2016 年开设了全国第一个面向双创

教育的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2020

年，iCenter 联合校内 18 个院系共建“清

华大学人工智能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证

书项目。该项目基于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面向全球共性前沿领域，聚焦

人工智能应用，帮助学生掌握全球化背

景下的创新创业理论、方法和工具，培

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现在，创客理念已经深深融入日常

实践教学。在相关课程中，教师会围绕

特定主题，以产品为导向，鼓励学生提

出解决方案并制作原型产品进行演示，

以此促进学生运用最新技术工具，用创

新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并不要求每位学生都成为创

业者，也从不以创业成功为导向开展教

学，而是希望通过创客教育，让大家都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李双寿说，

“无论创业与否，我们希望从这里走出

的每一位学生都是创客。”

“发展新质生产力，
培养新型劳动者”

一年一度的“清华工匠大赛”，已成

为 iCenter最热闹的活动之一。

“虽然我毕业于经管学院，但那时

我们同样要参加金工实习。‘真刀真枪’

的实习，让我很受触动，也对我后来从

事投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清华

大学 1986 级校友、1986 级（1991 届）校

友奖励基金发起人刘迅看来，国家和社

会的财富积累，靠的是每一位劳动者脚

踏实地的劳动，这也正是金工实习传递

给同学们的劳动价值观。

作为投资人，刘迅考察过国内外多

家知名企业。“许多企业并不大，但能在

某个细分领域中做到极致，靠的正是工

匠精神。”他说，“新时代更需要深入挖

掘和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特别是要面向

青年群体。”

带着对昔日金工实习课程的深厚

情感，以及培育弘扬工匠精神的初心，

2021 年清华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

1986级校友正式募资成立校友基金，设

立“清华工匠大赛”。大赛由训练中心

承办，校友基金持续资助至 2031年。目

前，大赛已纳入《清华大学劳动教育实

施方案》，成为劳动教育重点支持的综

合性赛事。

“清华工匠大赛”初始设有两条赛

道——工匠传承赛道和探索拓新赛道。

“这两条赛道，一条象征着对工匠

精神的传承弘扬，另一条则是希望能够

激励创新。在传承基础上创新，也是训

练中心的理念。”李双寿介绍，工匠传承

赛道参赛作品主要来自训练中心相关

实践课程，学生可以直接将课上的优秀

作品用于参赛，以此考察其对基本工艺

技术的掌握与理解，“这也是为了激励

同学们在日常课程中做好每一件作品，

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贯穿其中。”

探索拓新赛道则重点鼓励团队关

注“四个面向”领域的难点、痛点问题，

以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展示双创成果。

今年举办的第三届大赛，以“发展

新质生产力，培养新型劳动者”为主题，

新增了融合创新赛道。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新型劳

动者。既有工匠精神、又具备创新能

力，这样的新时代工程人才，才符合新

型劳动者的要求。”李双寿介绍，融合

创新赛道将举办产教融合分赛，赛题

和评选要求由大赛组委会与合作企业

共同制定，鼓励学生面向产业实际需

求搞创新。

“对大赛中诞生的优秀作品乃至初

创企业，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支持力

度。”刘迅表示，“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

大赛能在同学们心中种下工匠精神、创

新精神的种子，成长为新时代的创新型

劳动者！”

2024 年 4 月 24 日，第九个中国航天日。在这个属

于航天人的特殊节日，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

的航天员乘组亮相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身着蓝

色航天服的叶光富率领李广苏、李聪两名新队友与公

众见面。

54年前的这一天，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

一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中国人自此叩开

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火箭烈焰下，茫茫戈壁上，这里

一次次见证着中国载人航天梦想成真的荣光。

54年后，荣光依旧。4月 25日，叶光富首次作为指

令长，带领神舟十八号乘组奔赴中国空间站。而这次

出征，距离他首次圆梦苍穹仅仅过去两年。“赶上载人

航天迅猛发展的时代，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叶光富说。

“能够为祖国出征太空是我莫大的幸福。”李广苏

同样用幸福定义此刻的心情。谈到即将开始的首次飞

天之旅，他充满期待，期待 7.9 公里/秒的速度与激情，

期待失重带来的别样体验，期待没有翅膀却可以“飞

翔”的美妙感觉。“工作之余，我想好好看一看美丽的蓝

色星球，看一看祖国的锦绣山河，找一找养育、培养过

我的地方，也想替我可爱的孩子看一看天上的星星到

底会不会眨眼。”李广苏畅想。

作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叶光富于 2021 年搭乘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空间站，实现首次飞天梦

想。在轨 183 天，神十三乘组创造了当时中国航天员

单次任务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纪录。

当被问及和第一次出征太空的心情有何不同时，

叶光富说，第一次飞行是圆梦太空的激动、兴奋，同时

也充满好奇和期待。而这一次飞行，身为指令长，带领

两名新队友逐梦苍穹，面临如何加强任务管理、天地协

作、团队融合等挑战，压力更大、责任更重。

“相信我们一定会很快适应太空环境，迅速进入工

作状态，顺利、高效、圆满完成任务，以实际行动建功伟

大时代。”李聪一张笑脸上写着坚定。他用 3年时间完

成从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也期待着未来 6

个月的太空飞行完美完成。

目前，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在轨运行将近 3 年

时间。随着空间碎片日益增多，长期运行的航天器

受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情况在所难免。按计划，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的出舱活动将重点安装舱外设施

设备的防护装置。为此，他们在中性浮力水槽进行

了大量训练。

叶光富提到，神十八乘组要利用不少于两次的太空出舱，对可能被撞击的高

风险区域进行防护。需要防护的位置特别多，设计方案也各不相同，能不能很好

地安装防护装备，是航天员舱外作业面临的很大考验。虽然新任务有新挑战、新

考验，但他和乘组以及整个地面团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对这次任务信心满满。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回望载人航天的一路征程，从无人到有人，

从舱内到舱外，从单舱到多舱，再到全构型的中国空间站，一代代航天人顽强拼

搏、接续奋斗。叶光富回忆起在执行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时，有位一起参加训练

的国际同行，和他几乎同一时段飞向太空，实现了各自的首次太空梦。“当时我们

还在太空通过地面团队，以电子书信的形式互致问候与祝福。中国空间站已全

面建成，我们真诚地欢迎国际同行一起探索浩瀚宇宙，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

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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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 爽 付毅飞 赵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