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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古琴琴音淙淙、云岩茶道茶香袅

袅，苏式古典园林中的园林铺地与斗拱模

型展示更是引来阵阵赞叹。7 月 15 日，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青年与传统营造技艺”国际交流

活动在苏州举行。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

巴基斯坦等国的专家学者、世界遗产地管

理单位代表、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青年

代表百余人，共同探讨营造技艺的过去与

未来，推动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苏工苏作自古以细腻精巧著称。其中，

以苏州古典园林和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

艺为代表的传统营造技法更是享誉海内

外，分别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与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苏州市副市长施嘉泓介绍，苏州高

度重视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出台了《关

于推动苏州市“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

艺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从学术研究、

人才培育、产业发展等方面，全面加强香

山帮技艺保护传承，推动香山帮技艺在园

林保护、古建修缮和海外苏州园林建设中

的运用与发展。

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秘书长秦昌威看来，青少年是世界遗产保

护事业的继承者，决定着世界遗产保护的

未来，是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者和发展者。

他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期待青年朋友们从

苏州古典园林汲取灵感、激荡思想、畅所

欲言，共同分享世界遗产教育和培训的优

秀案例，学习继承优秀传统技艺，掌握遗

产保护新知，探讨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发展

的创新感悟，共同准备好为守护好全人类

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贡献青春力量。

苏州的园林美，但苏州人没有关起门

来独美，108 座纳入《苏州园林名录》的

园林中，已有 93 座对外开放。苏州的营

造技艺好，苏州人也没有独占，而是积极

与全世界共享。

时间倒回到 2004 年，同样在苏州，

于此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28 届世

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发表了《世界遗产青少

年教育苏州宣言》，强调青年教育在保护

世界遗产方面的重要作用。20 年间，苏州

积极履行国际诺言，先后建立了 50 个世

界遗产青少年教育基地；广泛开展古建筑

遗产保护修复研究培训和青少年世界遗产

教育，培养了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名世界遗产青年保卫者；组织 3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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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夫妻南京开台味
小吃店：融入这座城的

人间烟火

      7月20日傍晚，江苏苏州，孩子们在街

头喷泉处戏水觅清凉。当日18时，中国中

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江南等

地高温天气持续。                        泱波 摄

江南高温持续 
孩子戏水觅清凉

40余名海外青年学者走进南京高校
共话发展

      7 月 21 日，南京农业大学联合江苏省

欧美同学会共同举办“海外名校优生江苏

行”——南京农业大学专场活动。来自牛

津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的 40 余名海外

青年学者汇聚南京农业大学，共话发展。

　　海外青年学者围绕学校对青年人才的

支持政策、新校区建设、如何融入学校发

展、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青年人才评

价等话题，进行现场互动交流。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陈发棣表示，南京

农业大学文化底蕴深厚，学科种类齐全，

在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一贯秉承“以人

为本”发展理念，凝聚共识、谋求突破，

全方位助力人才全方面发展。学校优势特

色突出，底蕴深厚，人才培养体系完备，

是全球青年才俊干事创业、创新发展的理

想平台。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通过搭建农科相

关领域交流共享、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高

层次平台，吸引更多海内外青年人才选择

江苏、扎根南京、加盟南农，在建设江苏

新时代鱼米之乡，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农

业现代化、投身农业强国中续写新篇章。

                                                       徐珊珊

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钢桥面铺装施工启动
       作为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常

泰长江大桥迎来重要工程节点。近日，常

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钢桥面铺装施工启动。

　　常泰长江大桥是长江上首座集高速公

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于一体的过江通道。

大桥全长 10.03 千米，其中公铁合建段长

5299.2 米，由一座主跨 1208 米的钢桁梁斜

拉桥、两座主跨 388 米的钢桁拱桥和一座

3 段 124 米的连续钢桁梁桥组成，创下了

最大跨度斜拉桥、最大跨度公铁两用钢桁

拱桥和最大连续长度钢桁梁的世界纪录。

　　今年 6 月 9 日，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

桥钢桁梁合龙段焊缝焊接完成，以“毫米

级”精度顺利合龙，合龙精度控制在 2 毫

米以内。至此，位于长江南北两岸的常州

段、泰州段桥梁实现江上“牵手”，常泰

长江大桥全线贯通。

　　此次的钢桥面铺装施工，一直是世界

大跨径桥梁施工领域持续攻坚的技术难

题。常泰长江大桥跨江段全长 10.03 公里，

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准平台启动建设
      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准一体化发展

联席会议 7 月 12 日在南京举行。长三角

三省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有关负责

人共同启动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准平

台的搭建，《首批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

标准编制计划清单》同步发布。

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建筑市场体

量巨大。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的调研

报告，2023 年，长三角厂房及建筑物竣

工面积达 3.45 亿平方米、占全国总规模

的 49.45%，长三角厂房及建筑物竣工价

值达 6432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规模的

49.76%。

根据今年 5 月公布的《长三角区域工

程建设标准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要求，

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准平台将整合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工程建设标准资

源，共享三省一市工程建设工作动态、标

准立项编制发布情况、专家库建设、标准

化工作信息等情况，以加强标准数据管理

和信息服务，加大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

准的互动。

当日发布的《首批长三角区域工程建

设标准编制计划清单》，包含长三角三省

一市提出的 6 部标准，分别为《装配式建

筑职业技能标准》《轨道交通无障碍设施

建设技术标准》《装配式建筑预制混凝土

构件质量管理标准》《建筑无源全光网络

技术标准》《区域绿道贯通标准》《建筑

垃圾消纳处置技术标准》。            朱晓颖

国家和地区 750 余名遗产工作者进行古建

修复培训，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注入了新

鲜血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代

表夏泽翰对苏州的做法表示赞赏，他说：

“鼓励年轻人参与到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

承中来非常重要。一直以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致力于开展文化和遗产保护方面的

工作来更好融合传统和创新。我很期待在

苏州听到各国专家分享见解和最佳实践，

共同探索创新方法，通过促进和传承传统

技能，让年轻人参与遗产保护，推动宝贵

的文化财富继续蓬勃发展。”            钟升

各国人士苏州探讨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南京文博场馆迎来
暑期参观热潮

      7月19日，江苏南通，传习沈绣的民间绣女张美娟（中）向她的女儿周玲玲（左）、

外孙女孙天娇讲解她的沈绣作品。沈绣又名仿真绣、美术绣，是在苏绣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刺绣艺术，作品栩栩如生。近年来，南通市通州区深挖自身地域文化特色，始终坚持

“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原则，建立了完备的文化资源档案，让

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泱波 摄

江苏南通“指尖上的文化传承”

    ▲ 7月17日，民众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博物馆内参观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生活器

物。正值暑期，江苏南京博物院、南京大

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等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

潮，文博热不断升温。                 泱波 摄

“盐”城考古新发现：初步推测沙井头遗址区域
为西汉盐渎县城所在地

      7 月 12 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绍兴

稽中遗址、江苏盐城盐业考古、河南开封

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江苏淮安城市考

古 4 项考古最新进展。其中，江苏盐城盐

业考古取得新发现，初步推测沙井头遗址

所在区域为西汉盐渎县城所在地，沙井头

遗址各类建筑遗迹可能为盐渎县官署性质

建筑。

　　“十四五”以来，江苏省多家考古单

位联合在基本建设考古相关工作中，取得

了一系列盐业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沙井头遗址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

区，地处江淮沿海东部的古沙冈之上，考

古发现规整的汉代道路，较为密集分布的

水井，成规模、多类型的排水设施，以及

房址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瓦当、瓦片等

建筑构件和日用陶器等。同时，在遗址周

围发现 10 余处汉代建筑遗址和墓地。结

合《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初步推

测沙井头遗址所在区域为西汉盐渎县城所

在地，沙井头遗址各类建筑遗迹可能为盐

渎县官署性质建筑。

　　缪杭遗址位于盐城市东台市，考古发

现唐代盐业生产中的引蓄水、摊场、淋卤

等工艺流程相关遗迹，实证该遗址为一处

唐代制盐聚落。

　　后北团遗址位于盐城市大丰区，考古

发现南宋至明清时期盐灶、淋卤坑等制盐

遗迹，表明该遗址是一处自南宋延续至明

清时期的制盐聚落。

　　此外，考古调查已发现盐城境内百余

处反映盐业生产、运输管理等不同类型的

遗址，初步构建了历代盐业生产体系。

　　沙井头等不同时期盐业遗址的考古发

现，进一步明晰了中国江淮东部盐业生产

历史发展脉络，对研究西汉以来中央政府

对沿海地区盐业的管理，以及不同时期制

盐工艺的技术传承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盐城海岸线绵长，开展盐业生产的条

件得天独厚，是古代两淮盐区重要组成部

分。盐城的海盐文化不仅表现为大量盐业

古镇、盐运码头、盐业文物等地上遗存或

传世遗存，更体现在地下埋藏的数量多且

密度大的盐业遗迹、遗物上。

　　2022 年初至今，盐业考古联合工作队

分阶段、分区域对盐城市范围内古代各时

期盐业遗址开展系统考古调查，陆续完成

了串场河盐官官署遗址重点调查、伍佑盐

场遗址周边系统调查、大丰和东台境内串

场河沿线盐业调查，发现了以盐官官署、

制盐作坊、盐工定居聚落为代表的古代盐

业遗址多处，初步揭示了两淮古盐场唐代

以后历史时期的面貌，为了解该地区盐业

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材料。                谷华

在南京闹市区的“廟口红茶”店里，

店长邱泰峯正向顾客介绍着招牌茶饮、炸

物。这是一家两岸夫妻所开的小店，由台

湾人邱泰峯和妻子单芸共同经营。铺子面

积不大，客流却不小。正值午间用餐高峰，

不断有客人进来点单。

邱泰峯本在装修行业工作。大学毕业

后，他到台湾的一家室内设计工程公司面

试，恰好公司有到大陆拓展业务的计划。

1997 年，在公司委派下，他到南京从事

装修设计工作，在工作中与南京姑娘单芸

相识相知，两人喜结良缘。

在长三角多家知名连锁餐饮店积累经

验后，邱泰峯萌生了在南京开餐饮店的想

法。考虑到开店门槛，夫妻俩决定从台式

茶饮小店开始做起，于是在 2018 年创立

“廟口红茶”品牌，将首家店铺开在南京

市中心新街口，主推台湾传统茶饮，还陆

续推出了台湾盐酥鸡、卤肉饭、臭豆腐等

小吃。

由于茶饮和小吃口味独特，他们很快

在新街口的繁华商圈一带做出了口碑。“看

到生意有起色，就想推陈出新，我立刻联

想到包裹了萝卜干、香菇干、虾米、蛋黄

等多种馅料，蒸制而成的客家粽。”

邱泰峯的母亲是客家人，客家粽是其

拿手菜。“在我小时候，逢年过节，外婆、

妈妈会按序炒制各色食材，我负责切香菇、

剁萝卜丁，家人一起动手制作客家粽。这

种‘包罗万象’的做法，也体现了客家饮

食的特色。”邱泰峯回忆。

回台湾过春节时，邱泰峯跟随母亲重

温正宗客家粽的制作方法。“妈妈每让我

放一种馅料，我就用电子秤称重，用手机

拍照、记录、整理。回到大陆后，我又动

手做了几次，但没有成功。多次尝试后，

才终于摸到些门路。”

如今，每到端午节前夕，邱泰峯就会

做几百个客家粽，送给亲朋好友试吃。“每

一朵香菇都要泡发切片，每一颗肉粒都要

卤透炒制。为做几百个粽子，他的手都磨

肿了，我看着很心疼。”单芸说，丈夫为

做出美味的客家粽，精心调配馅料，琢磨

工艺步骤。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烹制的

客家粽收获如潮的好评，这也让邱泰峯有

了“上新”的信心。

老客越来越多，新客络绎不绝，这家

两岸夫妻小店不断“攒粉”。今年 4 月，

邱泰峯夫妻俩在南京河西新城又开出一间

“廟口红茶”，另一家位于城东的新店正

筹备开业。

“南京是我的福地。在这里我遇到了

另一半，结识了许多食客和朋友。一家人

扎根在这座充满温情的城市，感到很幸

福。”邱泰峯说。                         朱晓颖

长江下游开沙岛夏日生态美
      7月18日，航拍长江下游江中岛屿开沙岛上夏日景致。开沙岛位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区，岛上风景秀美，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

构，充分利用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力促农旅融合，以旅游产业兴旺带动特色田园建

设，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无人机照片）                                                          泱波 摄

江南周庄古镇上演
行浸式多维空间剧

《只此周庄》
    ▲ 7月21日晚，以江南文化为特色的

《只此周庄》行浸式多维空间剧在江苏昆

山周庄古镇上演。该剧打破了传统戏剧和

舞台表演的模式，运用数字科技等手法，

一步一景，给观众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泱波 摄

苏州举行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
项目对接会

       “侨聚长三角 智汇新天堂”2024 华
侨华人高层次人才项目对接会近日在苏
州太仓举行。海外侨团与苏州市侨商会
现场签署合作协议，今后将在考察交流
对接、资源互通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度合
作。10 位海外嘉宾在对接会上进行了项
目路演。

自 2020 年至今，对接会已连续举办
4 年，累计吸引近 700 名高层次人才嘉宾
参加，促成百余个人才项目成功落户。
本次对接会由苏州市侨办、市人才办、
市海外联谊会共同举办。 

苏州市副市长季晶表示，苏州正牢
牢把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重大要求，加快建设“1030”产业体系，
奋力打造全球具有领先地位的“智造之
城”。热切期盼广大侨商侨胞以及世界各
地的精英人才选择苏州，将苏州作为事业
的新起点，苏州将提供一流的营商环境、
细致入微的人才服务以及高度集聚的创业
平台。

为助力苏州市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和培育，苏州市侨办围绕“1030”产业体
系聘请了一批新侨创新创业导师，并在活
动现场颁发了聘书。2024“网链苏州、侨
声回响”活动也同步启动，今年苏州将持
续开展系列活动，广泛倾听侨“声”，展
示侨界风采。                                    钟升

其中连续钢桁梁长度达 4.26 公里，全桥铺

装总面积超 25 万平方米，平均厚度在 6 厘

米至 6.8 厘米间。大桥具有超大跨径、非

对称荷载和双层桥面重载交通叠加等多重

特性，加上桥位处气候条件复杂，给钢桥

面铺装带来了新的挑战。建设团队前期开

展了多项创新研究，针对不同行车区域应

用多种铺装结构和铺装体系。

         目前，大桥附属工程施工正同步进行，

全桥预计于 2025 年上半年建成。   朱晓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