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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

四川首座石窟数字化展示中心暑期掀打卡热，开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新范式——

数字赋能 千年石窟换新颜
◎ 本报记者朱乔明施华琼

编辑 何纯佳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过度刷手机会“脑腐”？
别恐慌也别轻视

智能手机是我们工作生活学习的好

助手，但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导致一些问

题出现。对于“脑腐”现象不用恐慌，进行

高质量的精神消费，可以防止“脑腐”，避

免我们在“数字迷雾”中迷失心智。

数智文明 新观察

安徽桐城六尺巷，黛瓦青砖间，小巷古

朴，文脉悠悠。

盛夏时节，郁郁葱葱的香樟树下，天南

海北的游客来到这条两米宽、百米长的小

巷，亲身感受传承数百年的礼让文化。

来自合肥的游客张欣雅在巷口买了一

把写有“礼让”的折扇，兴奋地说：“六尺巷

的故事现在家喻户晓，今天实地逛了逛，才

发现原来这么有底蕴。”

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吴家

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是中国邻里和谐

礼让的典范。

2024年 10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考察，了解六尺巷历史及其传承，听

取当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

情况。

“在诗书照壁前，总书记重温了张吴礼

让典故。总书记看得很细，不时指点询问。”

桐城市博物馆馆长叶鑫回忆。

习近平总书记汲古言今，殷殷嘱托：

“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

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

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

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

环境。”

“总书记当时叮咛，谦让，谦虚，和为

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融入到

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自

觉传承这种精神。”叶鑫说，“这激励我们继

续发挥文博优势，通过特色文物展览，让大

家感悟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传

统美德。”

小巷“出圈”，带火了此处的张氏、吴氏

家族文化陈列馆以及礼让、廉洁文化等主

题馆。青砖宅院内，一块全息屏幕复原着小

巷的古貌。叶鑫说：“我们用全息投影等新

技术，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传

统文化焕发新生。”

穿过百米长的小巷，一座牌坊上书写

“礼让”二字，见证着历史典故的时代新篇。

张英的十二世孙张耘如今仍在六尺巷

周边工作生活。作为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

记，他常引用老祖宗的故事，调解社区家长

里短、矛盾纠纷。

不久前，社区西后街一处房屋的共有

墙体倾斜、墙面开裂，谁来修？谁出钱？一

时争执不休。张耘把两家人带到六尺巷现

场调解：“同样是一堵墙，老祖宗尚能如

此，你们何不都让让呢？”最终，双方各让

一步，墙壁很快修缮到位，解决了大家心

头之忧。

“我们认真落实总书记要求，通过找到

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智慧的契合点，让六

尺巷礼让家风代代相传，融入社会治理工

作方方面面。”张耘说。

在桐城，“六尺巷”文化随处可见：街头

墙壁上画着礼让故事，社区张贴着“让三

尺”诗句，“六尺巷”故事被编入学生教材；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六尺巷小课

堂、六尺巷剧社等品牌活动，“相互礼让、以

和为贵”的文明理念广泛传播……

如今，六尺巷声名远扬。从桐城市社区

治理的“六尺巷调解法”，到最高法工作报

告提出推广“六尺巷”调解工作法，这条小

巷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现代治理的

经典范本。

不只是在桐城，安徽黄山依古训打造

“作退一步想”工作法，孔子故里山东曲阜

循儒家文化建立“和为贵”调解室，浙江台

州建成“和合街区”打造基层“和合善治同

心圆”，广东丰顺推广“祠堂讲事”构建“大

事共商、小事互助”治理模式……那些穿越

时空的文化火种，正在新时代的田野上，点

亮更多星火。

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

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

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植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用和为贵理念启

发人，用知进退境界感召人，在推动文化保

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中，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的

生命力。”叶鑫说。

（记者陈诺）

据新华社

● 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吴

家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是中国邻里和谐

礼让的典范。

● 张英的十二世孙张耘如今仍在六尺

巷周边工作生活。作为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

记，他常引用老祖宗的故事，调解社区家长

里短、矛盾纠纷。

●在桐城，“六尺巷”文化随处可见，“相

互礼让、以和为贵”的文明理念广泛传播。

7月 13日，在四川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

心里，一尊1∶1复刻的紫竹观音像在光影交

叠中流光溢彩，引得众多游客驻足欣赏。造像

真身位于距安岳县城50公里的毗卢洞，始刻

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如今借助 3D 打印技

术，游客无需旅途辗转，便能在安岳石窟数字

展示中心近距离领略其风采。“太神奇了！在

这里能把紫竹观音看得一清二楚，每一处细

节都栩栩如生。”来自重庆的游客李悦言语中

难掩兴奋。

“展示中心利用数智技术主要为安岳石刻

造像提供服务”，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工作

人员张国柱介绍，“中心充分融合数字影像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AR、VR、全息投影、声光

电、裸眼3D、脑机设备、触觉反馈装置等前沿

数字化互动体验技术，让古老的石窟艺术以更

生动、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作为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瑰宝，安岳石窟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十万余尊石刻造像

不仅是时代更迭的见证，更是历史文脉的传

承。为了更好地传承保护历史文脉，安岳石窟

数字展示中心引入数智技术，利用数字化创新

表达与声光电的结合，对石刻造像进行全方位

的数据采集，建立毫米级精度的数字模型，永

久保存文物现状。

作为四川首座以石窟数字化展示为核心

的文旅综合体，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项目毗

邻安岳石刻·圆觉洞4A级景区，分为两期建

设。一期总投资5亿元，主要建设安岳石窟全

域旅游集散中心、数字展示中心（含8K3D球

幕影院、Boxfilm影院、数字化体验馆）、文化

交流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等，于今年5月正式

亮相。中心深度融合数字科技与文物保护，将

石刻造像的千年风华转化为可触摸、可交互的

沉浸式体验，填补了四川石窟主题综合性展馆

的空白。

“展示中心的建成，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了

解安岳石窟文化的绝佳场所，也为当地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张国柱介绍，展示中心与周

边散落的石窟景点相互联动，推出多条特色旅

游线路，形成“全域旅游”格局，进一步促进当

地文旅消费增长。目前，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

心正引入更多特色业态，打造“石窟＋文旅＋

商业”的复合型空间，提升游客的参与感与文

化认同感。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7月11日晚，大

地流彩·四川省第三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

（村BA）总决赛开幕式在宜宾市珙县巡场

镇三合村火热举行。3000余名观众齐聚现

场，20支乡村球队蓄势待发，共同开启这场

为期7天的体育盛会。

“资中血橙，吃出好气色！”“龙须菜之

乡，美味又健康！”……在入场环节，来自全

省各市（州）的20支参赛队伍235名篮球健

儿化身家乡“代言人”，不仅喊出响亮的口

号，队名也巧妙融入了地方特色农产品元

素。内江资中血橙队、南充蓬安萝卜队、遂

宁安居524红苕队……这些充满乡土气息

的队名生动展现了四川“一村一品”的产业

图景和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揭幕战赛事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中国知名扣将陈登星、成都街头扣篮

冠军张祎逊、黑龙江扣篮王张鼎岩三大“扣

篮王”依次登场，花式扣篮引发阵阵惊呼。

揭幕战中，双方球员你争我夺，比分交替上

升，现场欢呼雷动。随后的嘉宾友谊赛中，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机关队与珙县机关队展

开激烈较量，赢得全场喝彩。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有三合村主赛场

及3个分赛场，采用小组循环和淘汰赛制，

20支乡村球队将为现场观众、网友们带来

52场精彩对决。7月 17日决赛后，冠亚军

队伍将代表四川出战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

赛（村BA）中部赛区，并有望前往贵州台

江参加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总

决赛。

近年来，四川省大力组织形式多样的

农民篮球赛，推动“川字号”“村BA”持续升

温。作为今年四川省“百城千乡万村（社

区）”全民健身系列赛的重点活动，这场赛

事不仅是竞技体育的盛宴，更是将民族文

化、篮球激情与乡村发展成果完美融合的

重要平台，通过“体育+文化+旅游”，展现出

了新时代四川乡村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和

日新月异的乡村振兴成果。

第33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
读书教育活动打造多元立体阅读生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董博婷）

以“绘改革蓝图 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第33

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11日在

京启动。本届读书活动将在各地中小学生中积

极开展红色研学夏令营、红色故事会等“阅

读+实践”特色活动，打造多元立体的青少年

阅读生态，并依托各地数字化教育平台强化赋

能，深入开展网上答题、征文、小学生故事会、

中学生演讲会等活动，激发青少年投身新时代

改革开放的内生动力。

据介绍, 全国妇联发起和组织的青少年

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已举办32届, 累计吸

引10亿人次青少年参与。

“童声里的中国”四川省少年儿童
歌咏活动集中展演举行

本报讯（记者 卢瑶）“中国有我，因为我的

心中，有一个最美，最美的中国……”7月 11

日，2025年“童声里的中国”四川省少年儿童

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自贡举行。

本次集中展演以“童声嘹亮 唱响中国”为

主题，根据展演歌曲特点，分成“巴蜀新韵・童

谣焕华光”“星火璀璨・童心耀梦想”“华夏同

歌・童声聚光华”三个篇章。来自成都、自贡、

德阳、凉山、乐山、内江、南充、绵阳8个市州的

12支演出团队，用稚嫩的童声、饱满的热情、

娴熟的歌唱，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甜度爆

表”的展演。

2025年“童声里的中国”四川省少年儿童

歌咏活动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

厅、文化和旅游厅、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省

少工委主办，今年5月份启动。截至目前，该活

动共吸引全省2500余所学校、近3000个少年

儿童合唱团体、200余万名少年儿童积极参与，

形成“校校有歌声、处处有红韵”的生动局面，展

现了四川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据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博物馆一款“蝠桃

瓶”文创冰箱贴近日引发争议。这款以清雍正

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为原型的发光冰箱贴被认

为“消费文物苦难史”，因为该文物曾流落海外

被改装为台灯灯座并被填入沙泥。有网友发帖

称，这款冰箱贴的“发光功能”与“瓶底开孔”设

计，与蝠桃瓶流落海外的经历形成令人不适的

呼应。

编辑点评：一些网友“热爱文物、不忘伤

痛”的初衷值得肯定，一些文物被掠夺、倒卖、

改造、毁损的背后，确实隐藏着我们民族的一

段苦难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指责

“蝠桃瓶”文创冰箱贴“消费文物苦难史”，这顶

帽子扣得太任性、太沉重，看似在维护文物的

严肃性、历史原真性，实则是“玻璃心”的过度

敏感甚至是情绪化解读。

铭记历史，吾辈当自强。事实上，海外文物

回家之路，正映照了中国崛起之路，不必将回归

文物禁锢在“悲情”的狭隘情绪中，更不该为博

眼球撩拨公众的情绪。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是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贴近现代

生活的方式，让文物“活起来”。若每一件文创设

计都要经历“历史正确性”的审判，或者都被过

度解读，则会扼杀文化创新的活力。（何勇海）

当数字浪潮奔涌而来，精神

文明建设正迎来“数智赋能”的

全新机遇。

数智技术为精神文明建设

注入新活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传播、让文明实践更精准，让文

化传承更生动，让美德传播更高

效——技术与文明的相遇，正催

生无数温暖而深刻的变革，同时

也带来信息茧房、文化产品良莠

不齐等挑战。

即日起，我们开设《数智文

明新观察》栏目，聚焦数智技术

与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

深度融合，探寻数字时代精神文

明建设的新路径、新举措，期待

与读者共守文明初心，书写新时

代精神文明建设答卷。

开
栏
语

温 暖 嘱 托

“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

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

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

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

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

——2024 年 10 月 17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桐城市

六尺巷考察时，同当地居民和

游客亲切交流。

农文旅体融合 3000人嗨翻夏夜
四川省第三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总决赛开幕

对文创产品的评价
不能情绪化

3版 观点

今日看点

图为花式扣篮。（珙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