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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涛）十里书香长廊作为第三届全民阅读
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4 月 23 日-28 日
期间，全天免费开放，展示各式各样的图书
以供公众阅读和购买。长廊位于云南滇池
旁的海埂大坝上，设有八大主题，近30个展
区，来往市民和游客穿梭于各个展区感受阅
读的乐趣。

在长廊的中段位置，“云上书房 阅见
数字未来”展区以其科技感十足的风格吸
引了众多行人驻足体验。与其他传统展区
不同，该展区没有一本实体书籍，取而代之
的是几块数字显示屏，通过 AI、数智人等

技术，用既贴近现实的阅读模式又超越现
实的时空界限为新型阅读场景赋能。

元宇宙书房是该展区的主打产品。“我
们的后台拥有近 130 万本图书，通过相应
的自动生成技术将图书快速3D化，并由人
工按照类别摆放到元宇宙书房中进行展
示。用户可自定义书单，后台也会根据用
户前期的需求配备书籍上架，手机、平板和
电脑三端均支持连接。”工作人员操作着数
字平板向记者介绍，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
一个虚拟的3D书房空间，自动生成一个数
智人形象，用户可以为数智人乔装打扮，操
控数智人在书房中“漫游”。

虚拟书房打造阅读新场景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4 月 2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
书（2021-2023年）》。根据白皮书，检察机
关加强涉农知识产权保护，助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

白皮书指出，在加大假冒农资犯罪打
击力度方面，2021-2023年，检察机关共受
理审查起诉涉假冒农资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 66 件 155 人。最高检聚焦国家种业安
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出台《关于保护种
业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营造
种业振兴良好环境的指导意见》，发布涉
农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吉林、黑龙
江、云南、甘肃等地检察机关与农业农村
相关部门联合制发意见，加强协作联动，
全面提升种业和农资司法保护工作质
效。陕西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生产、销售
假冒伪劣种子案中，对购买到假种子的农
户开展支持起诉，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受
害农户及时得到赔偿。福建检察机关在
办理一起销售假冒胡萝卜种子案中，借助
科研院校的国家级科学实验室技术力量，
对涉案农作物品种进行DNA基因测序比

较，结合农作物品种 SSR、SNP 等指纹数
据信息，准确认定农作物品种差异。

在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方面，最高
检指导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加强地理标志保
护，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浙江检察机关
对假冒西湖龙井地理标志注册商标犯罪案
件依法提起公诉。辽宁检察机关针对“丹东
草莓”地理标志被部分电商冒用滥用的情
况，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向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及草莓协会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
积极查处并移送案件线索，鼓励草莓协会为
产业链各方使用标志、商标提供便利条件，
构建质量追溯体系，推动规范市场秩序。上
海检察机关发现“南汇8424西瓜”地理标志
商标侵权线索后，支持农协会提起民事诉
讼，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并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同时构建大数据监督模型，精准锁定电
商平台侵权违法线索，对侵权商铺发布知识
产权风险提示，净化营商环境。山西、内蒙
古、广东、贵州、陕西等地检察机关立足地域
特色，针对发现的相关行政机关、行业协会
等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开
展行政公益诉讼、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
方式，打好服务乡村振兴“组合拳”。

最高检：

过去三年受理审查起诉涉假冒农资知识产权犯罪155人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郑力吉）4 月 23 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在广东湛江召开“十
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菠萝优质
高产绿色协同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启动
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明岗、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项目首席专家谢江辉等出席，
共同对该项目的研究背景、研究基础、研
究内容、实施方案及预期成果等进行了交
流，同时就不同品种菠萝的产期品质提
升、产期调节、保鲜与贮运、优质高效种植
等技术进行了研讨。

现场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菠萝
品鉴会，展出了“巴厘菠萝”“甜蜜蜜菠萝”

“热农系列菠萝”等22个不同品种，与会者
品尝后对各品种的菠萝甜度、质地等口感
进行了综合评价。据了解，南亚所选育的

11个“热农”系列菠萝品种在 2023年获得
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此系列菠萝具备长
势强、果眼浅、品质优、抗性强等特点。

在一众形状各异的菠萝中，一株果
皮橙红、果肉饱满的红色菠萝十分吸引
人，这是由南亚所培育的“红菠萝”。专
家介绍，“红菠萝”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
环境，特别适合湛江等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种植，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和极佳的
市场前景。

近年来，南亚所菠萝研究中心通过
品种改良和研发先进技术，取得一批阶
段性成果，并在主产区推广应用。下一
步，南亚所将继续围绕国家农业产业发
展的需求，深耕科研领域，推动产学研深
度融合，为菠萝等产业升级贡献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

广东湛江：

“菠萝优质高产绿色协同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启动会召开

本报讯 4 月 24 日，我国首届精准科
学美白峰会在浙江德清欧诗漫珍珠生物产
业园召开。欧诗漫与天猫TMIC联合发布

《国人肤质洞察精准美白白皮书》，峰会现
场，欧诗漫精准科学美肤实验室正式成立，
来自国内外业界专家、研究人员、美妆达人
等近300位嘉宾出席峰会，共同探讨了精准
科学护肤之道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专家指出，精准美白白皮书的发布，
标志着欧诗漫对国人肤质的美白需求研
究已经进入到了更精准科学的领域，通过
重新认知美白，精准解析不同肤质的痛点
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精准、科学、安
全、个性化的美肤解决方案。

欧诗漫创始于1967年，作为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德清珍珠文化的传承者和
行业龙头骨干，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传承着

“德清珍珠系统”800 多年的古法技艺，践
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全面挖掘德清这颗璀璨珍

珠所蕴含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和科技
价值，成功从珍珠成分中提取出珍白因
Pro，能够从源头拦截致黑信号，抑制酪氨
酸酶的活性，抑制黑色素生成，加速皮肤
美白过程。欧诗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杨安全介绍，公司持续聚焦技术创新，
拥有的139项专利技术给传统珍珠注入了
强芯硬核，自主研发的“亚微米粉体技术”

“珍珠多肽提纯技术”可将珍珠加工到亚
微米级，并将珍珠多肽浓度提纯级别提高
100倍，促进珍珠蛋白、氨基酸、多肽、微量
元素及其他活性物质的释放利用，引领产
业后半篇文章升级。目前欧诗漫已经形
成了珍珠养殖、化妆品、首饰、文化传播、
旅游的全产业链，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高
度融合，完成了珍珠产业生态系统的布
局。下一步，欧诗漫将继续以科学为基
础，以创新为动力，引领国人走向一个更
加健康、美丽的未来。

章昕彦

精准科学美白从农业文化遗产地走来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刘云 见习记者 陈银银）第三届全
民阅读大会 4 月 23 日在云南昆明启动，阅
读与乡村振兴论坛、阅读权益保障论坛等
系列论坛同步召开。

据悉，阅读与乡村振兴论坛由中央宣
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社会工作部、
农业农村部指导，中央宣传部印刷发行局、
中央社会工作部五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社
会事业促进司共同主办。该论坛坚持问题
导向、立足乡村实际、聚焦群众需求，围绕
如何以乡村阅读助力乡村振兴，邀请作家、
主持人、专家学者、地方宣传部门负责人、
农家书屋管理员等交流经验做法。

与会嘉宾指出，促进乡村阅读、助力乡
村振兴，是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要深入
总结乡村阅读志愿服务的经验做法，不断
推陈出新，更好肩负起新的使命任务。要
加强理论普及、壮大队伍力量、拓展国际交
流，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乡村阅读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吸引更多资源力量支持志
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志

愿力量。
与会嘉宾强调，新时代推进全民阅

读，乡村不能缺位、农民更不能缺席。农
民的美好生活既要用勤劳汗水浇灌，也要
用书香浸润。乡村阅读是建设书香中国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赋能
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开展“新时代乡村
阅读季”活动，要突出阅读明理，强化阅读
崇德，注重阅读兴业，将更多资源下沉到
乡村，为农民群众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
阅读服务。

阅读权益保障论坛以“版权让无障碍
阅读更温暖”为主题，聚焦视障群体无障碍
阅读，推动建立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体系，
携手推进视障群体阅读权益保障。

论坛上，中国版权协会组织人民卫生
出版社等多家版权单位发起成立“视障群
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联合体”，支持中国
盲文出版社推进建立无障碍阅读的版权提
供、内容制作、出版服务等长效可持续工作
机制，并发布“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
务”倡议书，呼吁更多出版行业同仁加入视

障群体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联合体。
论坛指出，要进一步健全残疾人阅读

权益保障机制，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投
入，积极开展残疾人阅读权益保障公益宣

传，营造全民阅读惠及阅读障碍者的良好
环境。要有效规范无障碍格式版的制作提
供，引导相关企业和单位做好服务，确保无
障碍格式版供应的可持续性。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系列论坛举办

4 月 25 日 20 时 59 分，搭载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
号 F 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 10 分
钟后，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与火
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目
前，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日前，生态环境部与农业农村部
联合发布国家标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技术指南 生态系统 第 1 部分：农田生
态系统》，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
标准旨在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
规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标准的发布将有力促进农田生态系
统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提供有力支撑。”农业农村部
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所长熊明民表示，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制度之一，在这一框架下，建立
统一、科学的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
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改革落地生效
的技术遵循，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
的关键。

农田作为粮食生产的基石，生态系统
状况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然而，因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农田生态系统损
害事件频发，凸显了鉴定评估工作的迫切
性和复杂性。“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
不同鉴定机构就同一鉴定事项往往形成

差异性意见，不仅影响了赔偿工作的严肃
性，也降低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农业生
态环境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司法鉴定中心
副主任王伟在解读新国标时表示，一方
面，通过规范鉴定评估技术要求，可以确
保在统一尺度下，迅速、准确地确定损害
原因、范围和程度，为损害赔偿和司法审
判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标准也有助
于补足农业生态环境管理的短板，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

国标详细规定了鉴定评估的主要环
节和技术要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排除性调
查，有效缩短了鉴定周期，降低了鉴定成
本。“比如，天津某苹果园受损案，排除性
调查迅速锁定了暴雨为损害原因，大大加
快了鉴定进程。在破解‘鉴定难’上，提出
对照数据优先的基线水平确认顺序，降低
了鉴定难度。新疆某地钻井平台污染案，
正是采用了对照数据作为基线，降低了损
害确认和因果关系判定难度。”农业生态
环境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司法鉴定中心技
术骨干孙希超介绍，国标还简化了鉴定流
程，降低了鉴定难度和费用。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鉴 定 评 估 技 术 指 南》发 布

让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活起来
——江苏浙江古建筑老街区保护探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毛晓雅 朱颖颖

京杭大运河，连通长江、淮河、钱塘
江等几大水系，运河及其支流沿线的古
村镇和老街区，闪耀着历史沉淀深厚而
富有特色的运河文化。

浙江丽水龙泉西街上打铁、炒茶、编
棕的手工店铺，杭州清河坊历史文化街
区上的 56 家老字号；江苏镇江西津渡历
史文化街区的清水乱砖墙，苏州传统民
居与高端民宿和谐共生的32号街坊……
在这些被保护下来的古镇老街，传统文
化与当代价值结合，被赋予了新的生
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
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从活下去、活起来到火起
来，古建筑、老街区在保护利用中演绎着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寻根：文化自信的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我们从
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
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
种历史感。”历史塑造了今天的我们，也
将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距今1万年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中，
有水稻收割、加工、食用的完整证据链，这
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
距今5000年的浙江良渚，先民们建造了迄
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印证了当时
强大的组织力和发达的生产力……

历史长河漫漫，中华文明绵延至今，
从未中断。寻古镇、访老街，处处可以探
得文化基因的密码。

在旧时江苏“四大米市”之一的同里
古镇街巷里转一转，会发现仍保留有很
多带“圩”“埭”二字的地名，这是太湖流
域古代水利工程“塘浦圩田”留下的江南
农耕智慧印记。

在浙江的千年古塞廿八都的浔里

村，坐落着一处晚清时期的文昌宫，这是
村民自发组建的用于集中自治、互助、救
济的联合体，其精美的石雕与壁画元素，
展现了廿八都百姓仁义、重教、互助的传
统民风，流传至今。

璀璨的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源
泉，保护古镇老街就是留住文化的根
脉。在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当下，历史
文化不仅为当代人提供着精神滋养，也
丰富和塑造着人们的审美情趣，成就了
一场古与今的双向奔赴。

人们流连于浙江绍兴安昌古镇大街
小巷飘着的熏腊味，惊叹于湖州小西街
历史文化街区漆画艺术的浑然天成；人
们在无锡古窑中淬炼的“金砖”、湖州南
浔古镇大院里的中西建筑中体悟对美的
追求，在绍兴崇仁古镇戏台上的越剧中、
扬州东关街冬荣园小剧场的清曲中，感
受流芳百世的民族智慧与家国情怀。

古镇老街的文化瑰宝火了，充分证
明了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吸引力。“农耕
文化之于现代人，提供的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之道。”杭州市非遗评审专家库专
家潘守卫这样解读农耕文明对现代人的
精神滋养，“农耕讲究遵四时规律，顺自
然法则，关注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时
至今日，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仍然在指导
人们的生活，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之
余，更喜欢亲近土地和自然，在手工劳
作、农事体验中获得精神的慰藉。”

守护：文明传承的使命

一条老街区，穿越时光，联通古今；
一座古建筑，斗转星移，承载时光与历史
的馈赠。最大程度保留和还原原有风貌
是对古建筑、老街区最大的保护。原汁
原味的保护、原模原样的恢复、有根有据
的修复、有脉有络的创新，才能守护好宝
贵的文化遗产。

“现在看来，我们还是有些步子走得
太快太急了，古镇老街的保护利用急不
得，要慢慢来。”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顾风说，“几个月搬空一条街、再造一条

街的做法，把历史文物、居民风貌都破坏
掉了，一定要摒弃。”

“慢”是各地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强调
最多的一个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
形成的古村古镇，需要系统梳理考证每
一处古迹及其承载的文化价值，哪怕是
一座小桥、一条巷名，背后都有流传下来
的故事。”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
组组长邵志强说，“6年的时间，我们完成
了焦溪古镇的初步修复，接下来还有6年
又6年，慢下来，才能保护好。”

慢功夫在古镇老街保护中强调的是
一种科学谨慎的态度，一种渐进式、微更
新的工作方法。“崇仁古镇的各个村都有
专人负责定期巡查这些老建筑的情况，
发现有老化破损，上报后我们再逐级进
行评估，确定修缮更新方案。”绍兴嵊州
市文保中心主任王鑫君说。

“松阳明清古街有各个历史阶段多
种风貌的呈现，在保护修缮的过程中一
定不能统一制式，如果只是把单一的历
史横截面定在那，那就是仿古。”浙江松
阳县博物馆馆长宋子军长期参与松阳县

“老屋拯救行动”，对老建筑改造之“慢”
有独到的理解。

慢功夫也是一代又一代、一任接一任
持续不断的努力。推开崇仁古镇玉山公
祠古朴厚重的木门，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
古建筑展现在眼前，石墙上雕刻的山水田
园画，木梁上雕有喜鹊、梅花，就连起支撑
作用的斜木也被雕刻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整个建筑堪称一个艺术品。“这座典型的
木结构建筑历经上百年能保存这么完整，
与持续保护分不开，古镇上像这样保存完
好的建筑还有很多。”王鑫君说。

目前，浙江拥有历史文化名城20座、
名镇 94 个、名村 218 个、历史文化街区
107片，“三名”总量和历史建筑总量均位
居全国第一。这正是一代代人持续不断
努力的结果。

激活：文脉赓续的动力

文化是人创造的，也必须依靠人传

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是古镇活
化利用的关键。绍兴安昌古镇有着自己
的“解题”思路。“安昌古镇上的业态都是
经过精心设计和筛选的，原住民的建筑
风格、民风习俗是古镇文化的核心资源，
因此在保存较好的古城区，保留了原有
老业态，而在古城外围，则建立了一些新
业态，实现了新老业态并存，满足各个年
龄段的需求，保持古镇的人气。”浙江金
柯桥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鉴说。

业态选择是古镇活化利用的重要一
环。“崇仁古镇的房子一部分是私产，一
部分是公房，公房修缮好后，我们也引入
了一些业态，但把关都很严格，目前主要
是一些非遗和艺术工作室。”王鑫君说。

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在南
京，有着“九十九间半”之称的甘熙故居
里，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本科生正
在其中一间房里上必修课，学生们专注于
手中的泥塑，非遗传承人是这堂课的老
师。“为了利用好故居，我们把博物馆和民
俗馆合一，开设了非遗课程，全馆的房间
可以同时容纳500名学生，真正实现了让
博物馆活起来。”江苏南京市民俗（非遗）
博物馆副馆长刘媛之说。与此类似，在杭
州大运河拱宸桥畔，由通益公纱厂遗址改
造而成的手工艺活态馆，成为目前浙江规
模最大的非遗文化展示与互动基地，在多
维立体展示非遗文化的同时，也为各地乡
村非遗馆提供建设指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村里的人
陆续迁出老房子，剩下的基本是老年人，
随着古镇的修缮利用，有民间艺人来入
驻了，还时常来一批批写生的、研学的，
寂静的古镇又有了生机。”崇仁古镇七八
村党总支书记陈顺军说。

旧有的还在，新的也在不断进来，古
镇老街的活化利用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
逻辑，而文脉在不断创新中得以赓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