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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助千年古塔焕发活力

应县木塔建于公元 1056

年，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最

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

被誉为我国木结构的“史诗”，

也被梁思成称为“独一无二的

伟大作品”。

然而，如今它也面临如

何保护与传承的难题。由于

地震、风雨、战乱等因素带来

的损伤千年间逐渐累积，应

县木塔目前已无法供游客登

塔参观。

这是一座塔的困境，也是

众多文化遗产面临的难题。

AI 技术则为破解这一难题提

供新路径。

2023 年 2 月，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基于此前的研究成果，

举办了以“古建筑保护的数智

化转型与元宇宙构建研究”为

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围

绕山西应县木塔的数字化保

护，深入探讨新时代文化遗产

保护的可行性。会上，联想集

团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合

启动“新 IT，新文遗：AI赋能智

慧应县木塔”项目。

按照分工，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充分发挥研究优势，开展

木塔内部结构的建模工作，并

打造木塔参数数据库；将工作

成果转化为木塔的展示和科

普内容，创作虚拟体验脚本。

联想集团发挥技术创新优势，

结合人工智能、神经辐射场以

及扩展现实技术，为应县木塔

构建数字世界中的“孪生体”。

在文遗活化利用方面，

“智慧应县木塔”实现了模拟

登塔、艺术还原、古今融合三

大突破。在景区已暂停登塔

参观的情况下，“智慧应县木

塔”通过虚拟现实设备实现游

客模拟登塔，尽可能保障游览

体验。

与大多数古建数字化方

案不同，“智慧应县木塔”不仅

还原了古建筑的内外结构，还

将木塔千年历史融入其中。

体验者可以在梁思成、老僧等

角色的引领下“游览”木塔，通

过点击翻阅相册日记等操作，

了解木塔的前世今生。基于

最专业的建筑和历史知识，

“智慧应县木塔”把木塔所经

历的重要历史时刻，通过科技

手段“复活”。

在创新保护方面，“智慧

应县木塔”为木塔建立了可视

化数字资讯档案，为日后开展

保 护 工 作 提 供 数 据 框 架 支

持。与此同时，项目结合AI技

术新增多项交互式创新尝试，

例如以 AI 与增强现实技术辅

助现场勘察。下一步，研发团

队还将尝试利用大模型进行

专业训练，打造“智慧守塔人”

AI 助教，在古建人才培养、木

塔研究传承等方面展开更多

创新探索。

（来源于新华网）

◆云南日报记者 王 毅

“清清的澜沧江水，抚育我长大，
我怎能忘记她……”在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酒井乡老达保村拉祜音宿内，音
宿负责人扎努的吉他伴奏《澜沧拉祜
山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围观。扎
努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去年，一家人投资
200万余元建起了拉祜音宿。

柱子上的织锦、墙面的壁画、堂屋
中的舞台、院子里的火塘……音宿的

各个角落都是扎努精心设计的。旅游
淡季，他向村里的年轻人教授民族音
乐、舞蹈；旅游旺季，他向游客们展示
自创的节目。

老达保村共 114 户 482 人，是典
型的拉祜族村寨，村民们擅长芦笙
舞、摆舞、象脚鼓舞等，80%的村民都
会弹奏吉他。2012年，老达保村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近
年来，村里成立了村民艺术团、表演
队及演艺公司，可供游客观看的节目
也越来越多。

把文化“唱出去”，让游客“走进
来”。作为普洱市第一个农民自发成
立的演艺公司——澜沧老达保快乐拉
祜演艺有限公司按照“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打造“快乐
拉祜”品牌。

云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院黄
凌飞认为，通过整合拉祜族特色文化
鲜明的芦笙舞、摆舞，创作《快乐拉祜》

《婚誓》《实在舍不得》等经典歌曲，老
达保村让民族文化通过歌舞的形式代
代相传，也促进了当地文旅融合发展。

“曾经为了音乐理想北漂，后来
回到县城有了一份收入稳定的工
作，但心里总是挂念着村里的家人
和能歌善舞的伙伴。我想将自己看
到的、学到的运用起来，在唱跳之间
传承民族文化，建设美好家园。”扎
努表示。

澜沧县老达保村拉祜音宿负责人扎努——

在唱跳间传承民族文化

近段时间，各类体育赛事在多个
城市密集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锦
标赛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
发车，比赛期间，超过20万人次观众
到现场观赛；“五一”假期，成都2024
汤姆斯杯暨尤伯杯赛的上座率节节
攀升，尤伯杯决赛有超过 6000 人进
场观看，汤姆斯杯决赛进场人数在万
人左右；长三角体育嘉年华越野半程
马拉松、2024 亳州马拉松等路跑赛
事，吸引众多跑步爱好者参赛……火
热赛事，有助于拉动经济发展，增强
城市活力。

一组数据能够有力说明赛事的
带动效应。成都大运会期间，成都住
宿业、餐饮业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57%、42.3%；在“村 BA”等赛事带动
下，2023 年贵州台江旅游综合收入
达84.64亿元，同比增长94.66%；2024
年 无 锡 马 拉 松 带 动 经 济 效 益 达
28336.6万元。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而言，大型体育赛事的带动
作用是多方面、多维度的，能给举办
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从赛前、赛中、赛后多个环节发
挥赛事的带动效应，将为城市打开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

赛事是认识城市的一扇窗口。
提高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不仅要
成功办赛，还要办出水平、办出特
色。场地、设备、交通、医疗……近年
来，各地大小赛事中，配套设施向优
向好，赢得广大运动员和观众的好
评。在此基础上，不少城市突出办赛
创意，让赛事成为展示城市风采的平
台。比如，北京冬奥会期间，坡面障
碍技巧的“雪长城”赛道令人耳目一
新，烽火台、角楼、瞭望塔等造型，让
观众既可以感受体育竞技之美，又能
品味中式美学之韵。又如，苏州马拉
松赛道连接寒山寺、阊门、山塘街、平
江路等景点，选手在参赛的同时，还
可以感受苏州的古韵今风，城市也借
助电视直播宣介了特色人文景观。
从实践来看，因地制宜，将城市特色

元素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不仅能擦亮
城市名片，更能提高赛事的吸引力、
观赏性，实现城市与赛事更好相融。

体育赛事不仅与体育用品产业
息息相关，也与餐饮、住宿、旅游等诸
多产业紧密相连。发挥好体育赛事
的带动效应，不妨在丰富消费供给上
下功夫，在创新消费场景上做文章。
前段时间在贵州榕江拉开帷幕的
2024 年第二届贵州“村超”总决赛，
将比赛主要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
当地还精心准备了音乐烟花秀、侗
族歌舞、特色美食等，让观众可以兼
顾观赛和旅行。2023年“村超”举办
期间，榕江累计吸引游客 519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9.86 亿元。
这启示我们，更好释放赛事红利，应
延长赛事链条，打造多元场景，才能
吸引更多人从“参加一场赛”转向

“玩遍一座城”。
赛事落幕后，如何延续赛事活动

带来的“流量”，进而将其转换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增量”，是每个城市都需
要思考的问题。以浙江为例，杭州亚
运会结束后，有的地方改造比赛场
馆，向市民开放，助力全民健身；有的
结合旅游项目和节庆活动，举办山地
自行车赛等赛事，带动当地民宿发展
和农特产品消费；还有的开发具有地
方特色的群众性赛事，吸引更多游
客。做好“赛事+”的文章，推动“赛
事+旅游”“赛事+文创”“赛事+商贸”
等融合发展，方能有效延续体育赛事
的热度，在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
发展的同时，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
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
点。以赛营城，让城市服务赛事需
要，让赛事助力城市发展，更澎湃的
发展动能将在城市与赛事的“双向奔
赴”中不断积蓄。

让体育赛事添彩城市发展
尹双红

本报讯（春城晚报记者 申时勋
通讯员 郎学伟）“哎哟，我头一次见
到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你们快来看
一下呀……”近日，昭阳区洒渔镇联
合村的一位热心村民焦急地打电话
到洒渔派出所报警求助，称在他自家
房顶的烟囱管道内意外地发现了一
个鸟窝，里面有 4只“猫头鹰”幼鸟。

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驾驶警车
赶往事发现场，看到那4只被群众暂时
安置在篮子内的小雏鸟。经检查，民

警并未发现这4只幼鸟有明显外伤。
因为还是幼鸟，无野外生存能

力，不具备放生条件，需要先将其喂
养至具备放生条件后再放归大自
然。于是，民警小心翼翼地将 4只小
鸟放入了特制的保护箱中，并驱车前
往昭阳区旧圃镇大慈野生动物临时

收容救护站进行临时救助。
到达救护站后，民警将情况向该

救助站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介绍。
经工作人员辨认和介绍，这 4只小鸟
学名叫角鸮，别名为鹫兔、雕鸮、怪
鸮，俗名为大猫头鹰、大猫王，属于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随后，工

作人员为小角鸮提供了温暖舒适的
居住环境，还准备了营养丰富的食
物，让它们逐渐恢复了活力。

目前，这 4 只小角鸮已经成功得
到了救助。在不久的将来，当它们长
大并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时，将会被放
归大自然，回到它们真正的家园中。

本报讯（通讯员 闵玉吉 陶志军）山海相携摄锦绣，
闵昭交流话文旅。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市闵行区和昭通市
两地文化旅游交流协作，上海市闵行区影像艺术家协会
一行12人于5月7日至14日到昭通部分县（区）拍摄东西
部协作成果图片及影像作品，并计划 7月在闵行区举办

“昭通风物”摄影展。
此次摄影活动由闵行区影像艺术家协会负责人带队，

分为3个小组，分别到昭阳、威信、盐津、大关、永善、绥江6
个县（区）开展拍摄，主要展现昭通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以
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昭通本地的风物、风貌及风土人情。

千山万水阻不断，跨越山海情更深。2021年，根据
中央统一部署，昭通市与闵行区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
两地不断完善协作机制、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协作方
式、深化协作内涵、用好协作资源，在闵行区的大力支
持和关心帮助下，全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等方
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吴应奎）连日来，永善县桧溪镇、大
兴镇、永兴街道先后举办 2024年创业培训班，有创业意
愿的120余名参训人员走进培训课堂，参加为期7天的政
府补贴性创业培训。

据介绍，本次参加培训的人员主要包括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工、
网络商户、农村自主创业人员等城乡劳动者。此次培
训，将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创业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提高创业成功率，实现“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带就
业”的倍增效应。

本轮培训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工具，采用理论授课、
模拟实训、学员互动等多元化教学方法，由培训机构的老
师授课，并在培训中融入永善县创业政策、创业流程以及
后续支持服务等特色课程。

据介绍，自2024年农村劳动力“百日攻坚行动”开展
以来，永善县围绕群众需求，已开展创业培训 11 期，近
300人次参加，培训经历可作为参加创业担保贷款的优
先条件，享受个人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额度不超过
30万元的创业扶持政策。

本报讯（通讯员 范怀波 邵 尖）为切实加强辖区人
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监管工作，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
患，最大限度遏制和防范各类火灾事故发生，近日，鲁甸
县消防救援大队监督检查员到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回访，
确保火灾形势保持平稳。

此次回访主要对之前检查出有火灾隐患的单位（场
所）进行复查，确保火灾隐患得到彻底根除，力争做到发
现一批、整改一批，整治一批、见效一批。回访中，大队
监督检查员重点检查消防设施运行是否正常，疏散指示
标志、应急照明灯是否完好，灭火器材是否完整有效，疏
散通道是否畅通等方面的情况。

回访发现，绝大多数单位（场所）负责人对消防安全工
作高度重视，消防安全管理规范有序，整体情况良好，但仍
有个别单位（场所）存在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灭火器过期未
检测等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并就切实做好当前消防安
全工作，大队监督检查员表示，单位（场所）负责人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要定期对单位的火灾隐
患进行自查自改；全面开展消防设施检测维保，确保消防设
施完整有效；要加强消防安全培训，消防安全管理人要加大
员工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力度，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提升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此次回访共发现火灾隐患 6处，当场整改隐患 6处，
及时有效地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下一步，鲁甸县消防
救援大队将结合辖区实际加大检查力度，紧盯风险场所
和薄弱环节，坚决消除社会面火灾防控漏洞和死角，全
力维护好辖区的消防安全。

上海市闵行区影协
到昭通拍摄东西部协作成果

永善开展创业培训
为创业者助力赋能

鲁甸消防
回访辖区人员密集场所

【有事要问】未经表演者许可，公开传送现场表
演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

【身边案例】刘某在歌剧院观看歌剧表演时，觉
得该表演非常有趣，于是用随身携带的设备通过自
己的直播账号对表演进行直播，后被现场工作人员
制止。刘某咨询，未经表演者许可，公开传送现场表
演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
定，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
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因此，未经表演者许可，
公开传送现场表演的行为属于侵犯表演者的著作权。

昭 通 市 司法 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未经表演者许可，

公开传送现场表演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

日前，昭通卫生职业学院举办
了“丹青吐彩·翰墨飘香”师生书画
写生作品展活动，全院 600 余名师
生参加。此次书画写生作品展精选
作品 100 余幅进行展出，旨在突出
新时代、新风貌、新旋律的学校美育
特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强化中国
传统书画在文化传承与当代学校美
育教育中的育人目的，不断提升学
校美育育人效能与学生审美及人文
素养。

通讯员 蒙世清 摄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举办书画写生作品展

4只角鸮幼鸟“安家”烟囱管道 警民暖心救助

◆通讯员 肖华辉

“出门就能到赤水源森林湖运动
休闲公园锻炼身体，生活在这样的城
市里，我觉得很幸福。”家住镇雄县城
合心家园的市民宋健满意地说。在镇
雄，“锻炼身体、人人参与、天天坚持”
已成为广大市民的健康生活新风尚。

镇雄县教体局体育服务中心主
任杨晓峰告诉笔者，赤水源森林湖运
动休闲公园作为一个集运动、休闲、
旅游、娱乐、探险等于一体的综合性
公园，目前是镇雄体育设施更多、功
能更全的运动公园，园内设计别具一
格，设有环湖跑道、篮球场、网球场、
轮滑运动场、体育中心、健身中心等。

为巩固拓展爱国卫生“7 个专项
行动”成果，自 2022 年以来，镇雄县
持续实施“十四五”全民健身设施补
短板工程和“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

程”，县、乡、村三级公共体育基础设
施基本覆盖，已建成体育公园 3 个、
健身步道 12 条。目前，社区的健身
设施覆盖率达 100%，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 2.67平方米，建成区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 2.98 平方米。全年培
训并授予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 285
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2.23
人。持续推广普及广播体操等工间
操进单位，扎实开展“赤水健康杯”职
工篮球运动会、“乌蒙杯”象棋锦标
赛、“古邦春韵”春节系列活动、“拳王
争霸赛”、“空武风云”自由搏击及综
合格斗赛、“亿联·伴山杯”山地自行
车赛、“云贵川三省羽毛球邀请赛”等

特色品牌赛事活动，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比例提升至 47.97%。

与此同时，镇雄健全“体教融
合”协同推进机制，建立完善学校体
育联赛体系，全面增强学生的健身
意识，各中小学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周末和寒暑假开展中小学生篮球、
足球、课间操体育联赛，定期召开中
小学生运动会，确保学生每天锻炼
不少于 1小时，全面推动青少年文化
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我们在
学校的锻炼时间越来越多，除了早
操、课间操，还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让大家自由选择。这些活动不仅
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也让我们

拥有了强健的体魄，更好地投入学
习。”西南大学附属镇雄县第一中学
学生肖杨如是说。

2024 年是云南体育“提质增效
年”，镇雄县教体局主动识变、求变、
应变，以实际行动落实新发展理念。

“我们将进一步补齐全民健身设施短
板，着力健全‘勤锻炼’组织网络，持
续构建多层次多样化赛事活动体系，
深入推动体教、体卫、体旅等融合发
展，争取形成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
动、人人能参与、全年龄段覆盖的运
动新局面，更好地提高广大市民的身
体素质和健康水平。”镇雄县教体局
负责人说。

镇雄市民畅享健康运动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