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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陶瓷、非遗发簪与糖人糖画……

这个“十一”长假，“超有派”文创市集

在 650 多岁的南京明城墙脚下举行。众多

“90 后”“00 后”在城墙根下赶了一场手作、

文创、美食金秋市集，城墙游热度不减。

从沉浸式光雕艺术演出、“筑影台城”

夜游，到城墙灯会“音乐荟”、“城墙有喜”

集体婚礼，历经沧桑的古老明城墙“潮”

出新花样，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仅今

年“五一”假期，南京城墙景区共接待海

内外游客 26.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1%。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主任刘东华表

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南京城墙历

经 60 余次的保护修缮，实现了从抢救性保

护向预防性、系统性保护的转变，以及从

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

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的转变。近些年，近

20 个重点修缮项目先后实施，城墙整体历

史风貌更加完善，城墙景观水平、历史价

值得以提升，为海内外游客提供了良好的

观赏条件。

科技赋能、动态监测，延续了古老遗

产的生命力。2021 年，南京城墙监测预警

系统建成，长达 25.1 公里的城墙全线，

263 套自动化监测设备不间断监测 1575 个

点位，构建动态监测预警、数据分析评估

等系统，排查上千个风险点，拉起城墙文

物安全防线。

2022 年，南京城墙一张图资源管理平

台搭建完成，对城墙本体与周边环境进行

测绘、扫描、建档、建库，实现全维度文

物数据信息采集，城墙拥有了矢量底图、

遥感影像、历史底图、城墙精细模型、点

云数据、BIM 数据等科技“体测”数据。

多途径展览展示，让世界游客看到了

城墙之美。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

马麟介绍说，从藏在古城墙里的中国最大

城墙专题类博物馆——南京城墙博物馆，

到中华门藏兵洞、南唐伏龟楼遗址、清凉

山石头城遗址等地，南京打造了城墙及沿 联系电话 ：0086-25-83304121

2024 宿迁绿色产业
洽谈会正式开幕 
签约项目71 个

     10月10日，江苏南京，玄武湖畔情侣

园内的向日葵迎风摇曳，呈现一幅秋日画

卷。图为小朋友在向日葵前拍摄照片。

                                                     泱波 摄

南京玄武湖畔
向日葵花海绽放

以文艺赋能城市更新 
南京再添“网红”文旅地标

      品尝地道的淮扬美食、参与丰富多彩

的文化艺术活动、享受山水城林间的诗意

栖居……连日来，位于南京紫金山脚下的

望山街森林艺术街区在社交平台刷屏，以

文艺赋能城市更新，为市民游客带来文旅

新体验。

　　9 月 26 日，望山街森林艺术街区在南

京钟山风景区正式开街迎客。街区集文化

旅游、都市茶田、休闲餐饮于一体，打造

一处“有吃、有玩、有拍、有体验”的综

合打卡胜地。

       为了增强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望山街

森林艺术街区还特别策划了“巡游地图”

打卡活动，按照地图上的线索，游客可以

参与各种互动活动，通过收集印章，获得

惊喜礼品。街区的翠微亭旁，AI 拍照打卡

点更是吸引游客们纷纷驻足，定格美好瞬

间。

　　望山街森林艺术街区不仅仅是一个街

区，它更是一个集农业、商业、文化、旅

游于一体的综合文旅休闲生活空间。望山

街森林艺术街区依山而建，紫金山历史文

化底蕴巧妙融入其间。从建筑风格到店铺

命名，这份深厚的文化赋予街区独特的魅

力。

        街区的“都市茶田”概念更是别具一

格，传统的茶田生产与现代城市生活巧妙

融合在这片充满生机的绿色天地里，市民

游客可以在此开展茶文化研习活动，让亲

子家庭与市民游客亲身体验种植、采摘茶

叶的乐趣。

　　今年 6 月，望山街森林艺术街区举办

了茶文化研习活动，海内外游客亲身体验

种植、采摘茶叶的乐趣，体验中国茶文化

的内涵与魅力，感受那份“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意。            徐珊珊

中国行星科学“最强大脑”齐聚南京
共逐“星辰大海”

       2024 年全国行星科学大会 10 月 11 日

在南京闭幕。中国行星科学领域“最强大脑”

一道交流科研新思路、探索未来行星科学

学科建设道路、促进相关人才培养，共同

追逐行星科学领域的“星辰大海”。

　　行星科学作为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

主要涉及地球科学、天文学、空间科学、

生命科学、工程探测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

的知识与技术。在国家深空探测规划的推

动下，中国的行星科学研究迎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成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和推

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

　　“后备人才的培养是行星科学持续发

展的关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底青云认为，

行星科学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科学家是

否能够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勇敢探索未知。

“我们将始终致力于为青年学者搭建广阔

的学术平台，激发创新思维，帮助他们在

深空探测这一广阔领域中大放异彩。”

　　跨学科融合为探索地外生命和揭示行

星演化规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国科

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谈哲敏表示，与

行星科学相关的地质学、天文学等是南京

大学传统优势学科，近年来学校持续发扬

相关学科优势，推动多学科协同发展，在

全国高校中首批开设行星科学本科专业，

进一步推动行星科学的人才培养。

　　一直以来，人类不断向系外宜居行星

发出“好友申请”。如何发现宜居行星，

探寻宇宙更多的奥秘，正成为全球天文学

家争相研究的焦点。

“六边形”立体交通枢纽综合体——苏州南站
建设“加”速度

      10 月 10 日，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消息，全国首座“六边形”立

体交通枢纽综合体——苏州南站外立面

亮相，标志着车站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为苏州南站站房投入使用打下坚实的基

础。

苏州南站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

区黎里镇，是沪苏湖高铁与南通至宁波高

铁的共用枢纽站。内部空间上下错落，地

下二层为水乡旅游线城际铁路和轨道交通

站台层，地下一层为城市通廊层，地面层

为枢纽停车场，地上二层为进站层，地上

三层为沪苏湖高铁候车区，建成后将成为

一座集高铁、城际铁路、城市地铁、水上

客运、机动车停车场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

纽车站。

据介绍，苏州南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0000 平方米，由中铁建设集团承建，依

托周边水网密布的地理区位，采用高低错

落、起伏有致的不规则形态，联结形成独

具江南特色的“六边形”站房，是目前中

国站房建筑结构形式最多、最复杂的站房

之一，也是全国首座“六边形”站房综合

体。为呈现外立面造型线条流畅、自然，

最大程度还原设计效果，中铁建设集团苏

州南站项目团队多次优化外立面风格，全

程采用龙骨定制化、面板装配化、现场安

装科学化的“三化”施工法组织施工作业，

玻璃幕墙安装误差控制在 4 毫米以内，实

现现代工艺与江南水乡元素的完美结合。

目前，苏州南站已进入装饰装修收尾

阶段。站房建成开通后，将填补苏州南部

与周边城市没有高铁联系的空白，成为苏

州南部门户，对于打开城市格局、便捷市

民出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

具有重要意义。                                泱波

线展览聚落。

为弥补明城墙展线长、游客无法一次

尽览等不足，25.1 公里长的城墙被搬上“云

端”，世界各地的人们可通过“云享城墙”

数字化展示与互动平台，跨域共享城墙的

“前世今生”。

“城墙是世人所共有的历史文化资源。

当人们走近它、感受它、了解它、保护它、

盘活它，明城墙就成了真正的‘民’城墙。”

马麟表示。                                      朱晓颖

650余岁南京明城墙：墙外“开花”墙亦香

      10月12日傍晚，江苏南京，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明城墙下上演“城墙音乐荟”，来自

当地的乐队唱响令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吸引了众多市民和音乐爱好者前来，尽享音乐派

对。（无人机照片）                                                                                               泱波 摄

南京“城墙音乐荟”唱响秋夜

苏州博物馆：一座博物馆的“碳”索
        “十一”假期，作为苏州的文化地标，

苏州博物馆迎来了一批批观众。在统计入

馆人数的同时，另一项数据也在馆内悄然

记录着——碳排放量。似乎与文博场馆无

甚关联的碳排放量，为何会被一座博物馆

如此看重？

　　截至今年 5 月，苏州全市已建成开放

博物馆 127 家，是远近闻名的“百馆之城”。

作为其中的“C 位”，苏州博物馆本馆于

2006 年由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建设，

被其称为“小女儿”。2021 年，新建成的

苏州博物馆西馆对外开放，定位为“苏州

人看世界”的文化展示与体验中心，喊出“立

江南，看世界”的口号。声名在外，自然

引得游人如织，中国 2024 年第二季度热门

百强博物馆榜单里，苏州博物馆位列第六。

       据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介绍，博物

馆在运营中，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维持

文物保存的合适环境，需要使用很多耗能

排碳巨大的环境调控设备。实际上，博物

馆普遍存在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问题。对

拥有“百馆”的苏州来说，探索这一问题

的解决之道，是进一步推动文博场馆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百馆”

中的领头羊，苏州博物馆自然要走在前头。

　　2021 年，苏州博物馆提出创建有影响

力的运行碳中和博物馆。通过与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研究团队合作，苏州博物馆系统

性地形成了能耗审计及节能诊断报告。

　　以全工况变流量高效冷却塔替换风机，

燃气锅炉改为高效空气源热泵，可变频的

磁悬浮冷水机组取代了曾经的定频主机。

数字化控制平台的应用，更是有效提升了

馆内的智慧控制水平，最大限度抑制能源

的浪费。苏州博物馆西馆则在设计之初就

以特殊的造型增加自然光的利用率、降低

能耗，室外广场则进行最大化的绿色植物

覆盖。

　　在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

活动开幕式上，苏州博物馆“依托科技 +

精细化管理赋能博物馆绿色低碳转型”成

功入选全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十佳案例

名单。当年，苏州博物馆节能收益近 200

万元 ( 人民币，下同 )。今年前七个月，苏

州博物馆用水量同比下降 6765 吨，降幅

38.8%；用电量同比下降 206267 千瓦时，

降幅 10.2%，水电费支出同比下降 16 万余

元。

　　谢晓婷表示，今后，苏州博物馆在发

挥文化地标功能的同时，将继续开展节能

减碳的探索。                                     钟升

9 月 28 日上午，以“高端、智能、绿色”

为主题的 2024 宿迁绿色产业洽谈会正式

开幕。经过前期深入洽谈对接，本次绿洽

会共签约项目 71 个，其中工业制造业项

目 62 个、服务业项目 9 个。

以经贸招商为主的绿洽会，一直是宿

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经贸盛会，是宿

迁市全面深化对外合作和经贸交流的“金

字招牌”，为宿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

数据显示，宿迁建市 28 年来，经济

总量全国排名由建市初的第 146 位跃升至

2023 年的第 68 位，是长三角发展速度最

快、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的地级市之一。

该市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3%，

增速在长三角 41 个城市中居第一位。

江苏省副省长、宿迁市委书记陈忠伟

在开幕致辞时介绍，宿迁制定实施了千亿

级产业攻坚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产业规模

持续壮大、集群效应不断提升，白酒产业

营业收入占全国近 6%，膜材料产业产值

占全国 5%，新能源产业 2023 年率先突破

千亿元产值，高端纺织、绿色食品产业产

值预计将分别于今年、明年突破千亿元，

先后荣获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中国白酒

之都等称号。

“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全力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以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来催生孕育新质

生产力。相信随着产业体系的完善，投资

宿迁的企业名单会越来越长，在宿壮大的

企业目录也会越来越多。”陈忠伟表示，

宿迁是霸王项羽的故乡，重信守诺是烙印

在骨子里的气质、流淌在血液中的基因。

凡是答应企业的事情、凡是对企业作出的

承诺，不会躲闪退缩一分、敷衍了事一次，

确保如期如实履约、不折不扣兑现。

开幕式上，宿迁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浩从五个视角对该市投资环境进行了推

介。

“在众人眼中，宿迁古今辉映、城水

相融，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在市民眼

中，宿迁可爱时尚、文明有礼，是一座越

住越舒心的城市；在客商眼中，宿迁开放

便利、亲商安商，是一座能够大展宏图的

城市；在人才眼中，宿迁近悦远来，是一

座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的城市；在追梦人眼

中，宿迁蓬勃向上，是一座很有发展潜力

的城市。”刘浩称，大家看宿迁，或许有

多种“打开方式”，但在政府眼里，宿迁

始终把企业作为最宝贵的财富、把企业家

作为最珍惜的伙伴，用周到的服务、优惠

的政策，与大家一起开创美好未来。

                                                 刘林 唐娟

南京城南老街巷上演古装巡游
      10月12日，江苏南京，一场古装巡游在城南老街巷上演，吸引民众目光。       泱波 摄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赵长印

指出，目前，紫金山天文台正致力于太阳

系天体的地表研究工作，未来将更加深入

地参与到行星的监测、预警、防御，以及

行星空间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中。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

济林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

求，下一代空间天文台将围绕系外宜居行

星、空间天文等科学主题开展观测，搜寻

和表征系外宜居行星，开启高分辨率空间

天文观测新纪元。

　　本次大会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行星物

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大学、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承办。大会共设有 39 个

分会场，中国相关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

1500 余人参加。                                徐珊珊

      苏州南站站房建设以“联结”和“六合归芯”为设计理念，寓意联江南水韵、结古今

风雅。                                                                                                                    泱波 摄

崔致远纪念馆升级开馆 韩国崔氏后人扬州祭祖
       10 月 15 日是扬州市“中韩友好交流

日”。当日，改造升级后的扬州崔致远纪

念馆开馆，160 多名韩国崔氏后人相聚在

此，参加祭享先祖崔致远活动，共同纪念

被誉为“中韩交往第一人”的崔致远。

　　崔致远是韩国崔氏宗亲尊崇的先祖，

也是中韩友好交往史上的杰出代表。他曾

在扬州为官 5 年，著有《桂苑笔耕集》，

为中韩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2007 年 10

月，以崔致远名字命名的纪念馆在扬州建

成开馆。

　　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

会主任刘卫国说：“2016 年，崔致远纪念

馆划归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管

理后，我们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实施了纪

念馆及周边环境改造提升工程，新建了崔

致远广场、‘人百己千’碑亭、崔致远公

园等景观。今年又投入 200 万元人民币，

对崔致远纪念堂和纪念馆的基本陈列进行

了全面改造提升，以全新的面貌展示给来

宾。”

　　扬州市政协副主席徐晟表示：“扬州

将以崔致远纪念馆开馆为契机，围绕国际

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充分发挥文化积淀深

厚、文旅资源丰富、公共文化建设完善的

优势，全面拓展与韩国城市多领域、全方

位的合作。”

　　2001 年以来，韩国庆州崔氏中央宗亲

会每年都到扬州祭享崔致远，已成为扬州

与庆州友好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

“今年是扬州与庆州崔氏中央宗亲会友好

交往 25 周年，扬州市和庆州崔氏中央宗亲

会通过不断的文化交流，结为兄弟般的亲

密关系，成为韩中友好关系的象征。”韩

国庆州崔氏中央宗亲会会长崔天圭表示，

“希望借此平台升华扬州市和庆州崔氏的

关系，为增进韩中两国友谊继续努力。”

　　扬州崔致远纪念馆馆长李斌说：“崔

致远与古城扬州结下的不解之缘，已经化

作跨越千年历史时空的珍贵记忆，永远铭

刻在两国人民心中，并续写着一个个中韩

友好交往的动人故事。”   徐珊珊  崔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