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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座

风情浓郁的文化之城

“我们以巩固和提升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为抓手，充分发挥地域丰富文
化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
动，精心创作文艺精品，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着力提
升凯里文化软实力，彰显‘苗侗明珠·文
明凯里’新魅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委常委、凯里市委书记王镇义在建设

“五新凯里”文化新都时发出号召。
凯里，民族文化多元璀璨，成为人

们了解苗侗文化和历史的窗口。
异彩纷呈的挑花、刺绣、银饰等民

族工艺，奔放悠扬的芦笙盛会，精彩绝
伦的斗牛大赛，被中外游客、专家学者
誉为“露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博物
馆”。“中国·凯里甘囊香国际芦笙节”、

“中国·凯里原生态文化旅游节”和
2022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暨贵州
云匠“村晚”之“非遗过大年·元宵喜乐
会”等活动让凯里民族文化得到完美

诠释。拥有的4项国家级代表性保护名
录、17项省级代表性保护名录、29项州
级代表性保护名录和113项市级代表
性保护名录，让精彩纷呈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走出了深闺，走出了凯里。

◆ 这是一座

翰墨浓香的书香之城

文化涌凯城，馨香传四方。每逢假
日，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一起走进书吧，
畅游书海。“一天不来图书馆，都不习
惯。”70多岁的退休教师杨昌文说，他
喜欢阅读，家离图书馆只有20分钟路
程，每天走个来回，既锻炼了身体，又
丰富了精神世界，读书成为退休生活
中的一种享受。这也正是凯里市打造

“书香城市·悦读凯里”的一个缩影。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全民读书计
划”“读书活动月”和文化惠民活动，积
极打造“书香凯里”，文化馆、图书馆、

“社会书屋”、“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阅
览室、漂流书亭等成为群众“悦读”的
好去处。“悦读时光”书吧等“凯里书

房”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凯里涌现。目
前，凯里市共有实体书店14家，城市书
房1个，中小学图书分馆25个，农家书
屋165个，14个镇（街）目前共挂牌成
立分馆及延伸服务点39个。这些“书
房”真正打造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图书
馆”，让市民走出家门，便可以走入书
房，走进文化，文化雨露惠泽凯里。

◆ 这是一座

馨香四溢的文明之城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景。“文明
凯里”名片越擦越亮。

“我们是文明凯里人，礼让行人、
微笑服务、文明新风是我们每个市民
应尽的职责。”这是凯里人民矢志不移
的追求，更是“凯里文明”不断深化的

“助推器”。
凯里市持续唱响文明凯里品牌，通

过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广
泛开展“凯里有理、凯里有礼、凯里有
力、凯里有你”新时代文明实践“四有”
品牌活动，建成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1个分中心和20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20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35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知行凯里·志愿
黔行”品牌越擦越亮，“凯里文明故事”
越传越广，“最美瞬间”“最美凯里人”

“身边好人”越来越多；3个社区荣获全
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1个志愿服务组
织荣获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个志
愿服务项目荣获全国优秀志愿服务项
目，1个社区荣获贵州省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4个志愿服务组织荣获贵州省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1个志愿服务项目荣
获贵州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1人荣获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5人荣获全省道
德模范称号、9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24人荣登“贵州好人榜”。文明新风浸
润凯城，城市内外兼修，实现蝶变，文
明创建迸发新动力。向更高文明水平
进发，成为苗侗明珠新常态。

“在黔东南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经过70万凯里人民14年的不懈
努力，全国文明城市成功摘牌，巩固提
升创建成果和水平，向高水平的文明
城市迈进，依然任重道远。”凯里市委
副书记、市长杨波表示。

民族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苗
侗明珠，行稳致远。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让
古籍重获新生的工作中，作为古籍数
字化成果之一的“北京大学—字节跳
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研发的古籍
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测试版于10月
11日正式上线。该平台涵盖390部经典
古籍，主要来自《四部丛刊》，共计3000
多万字。据介绍，未来三年，“识典古
籍”将陆续完成一万种古籍的智能化
整理工作，基本覆盖儒家、道家和佛学
的核心典籍目录，并将全部免费开放。
（10月12日澎湃新闻）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拥
有的古籍可谓浩如烟海。有数据显示，
我国现存 5000 万册（件）古籍，它们不

仅是我国文化和思想的宝库，也是世
界文化和思想的宝库。保护和利用好
这些古籍，对于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厥
功至伟，对于世界的发展也将提供有
益的借鉴。

古籍数字化保护的好处，在于提
高了保护的效益。据专家统计，要将现
存古籍全部修复整理出来，可能需要
300年时间，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
修复整理，大概二三十年就能完成。很
显然，只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才能更
好地保护、发掘和利用好古籍。因此，
在传统的原生性保护之外，实施再生
性保护，将古籍数字化，必将加快古籍
保护的步伐和力度，有助于充分发挥

古籍的作用。
古籍数字化保护的好处，在于能

够更方便地被人们所使用。保护古籍，
不是为了将其束之高阁，也不是只为
了学者、专家研究使用，而是要让更多
人，包括普通人，也都有阅读和利用古
籍的机会。只有阅读和使用古籍的人
越来越多，文化的传承才不会中断。古
籍数字化，可以将古籍进行整理，变成
便于现代人阅读的数字化文本，自动
加注标点，最大程度消除阅读障碍。不
只如此，随着人们阅读方式的转变，数
字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随着古籍数
字化，“识典古籍”将上线手机移动版，
这意味着在手机上就能接触到现有的

相应典籍，让文明成为一种可以感知、
可以交互的数字化产品，真正实现“让
文明触手可及”的目标。这对于助力古
籍文化传承和研究，对于古籍的运用
和价值发挥，会发生巨大的裂变效果。

古籍数字化保护的好处，还在于
其未来。通过对古籍中的书名、人名、
地名等进行标注，识别这些专有名词
之间的关系，建立古籍里的知识图谱，
使其与百科、各种问答应用、旅游产品
等联系在一起，将给人们提供更好的
阅读体验和更高的使用效率。

古籍保护的最高层次是传承性保
护，即将古籍里面蕴含的信息、知识活
化，让更多人了解古籍蕴含的历史文

化。有人从古籍中“打捞”宋代的食谱，
将其复原为看得见、吃得着的宋代美
食；有人通过古籍考证古代服饰，将平
面的考古资料还原成立体造型；有人
从《牡丹亭》中寻找艺术灵感……这些
古籍活化利用的案例，表明了古籍保
护的意义所在。古籍数字化保护，显然
将为更多人活化利用古籍提供方便。

中午，一时半会儿竟想不出一个
较为可口的饭食。在书房里看见自己
的高中毕业照，忽然想起上高中时，
常在学校吃的那一顿顿筋滑利口，暖
胃暖身的刀拨面来。

刀拨面，有的地方称为拨刀面，
它与刀削面、拉面和剔尖面，并称为
山西四大面食。我想，为何叫刀拨面，
大概是跟切面时用刀一拨一拨这个
动作有关。刀拨面属山西传统特色小
吃，2009年被列入山西省第二批省级
非遗名录。它虽然也是用擀面杖来擀
面，但又与手擀面的做法有所不同，
吃起来的口感，要远远胜过手擀面。

要做出一碗正宗的刀拨面，工序
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和面，面粉最好用关中平
原所产的小麦粉。面粉入盆，往里加
水时要一点一点慢慢加。秋、冬、春三
季用温水，夏季用凉水。水如果一次
加多了，做出来的面不经煮，下了锅
很快就软了，吃到嘴里不筋道。因此，
和面需要有耐心，一般是左手一点点
往面粉里加水，右手不停地将加了水
的面絮搅拌均匀。当面能揉和到一块
儿时，就不要再加水了。用两只手来
回不断地翻揉面团，软硬合适，揉光
为止。“手光、面光、盆光”是衡量和面
人手艺的标准。面和好后用一块湿布
盖在面团上，饧半个钟头。

在饧面这个空档里，就可以着手
准备菜品了，荤素皆可。先把要用到
的各类蔬菜洗干净，切菜时要注意刀
法，叶菜最好切成大片，块根类切成
丁儿，豆腐、西红柿切小块，豆角、芹
菜之类的切成短节，大葱和蒜苗也可

以切成短节，肉切成丁儿或如硬币大
小的片儿即可。

紧接着炒肉。打开火，将姜末和
大料等先后放入锅内热油中，炸香后
再将肉下锅，待肉熟至八九成时，加
点老抽，给肉上色，肉炒熟出锅后再
炒菜，炒好的菜盛入盘中待用。

接下来擀面。饧好的面团再揉一
会儿，揉成长条形，并用擀面杖擀成三
毫米厚的长面片。在擀好的面片上撒
一点淀粉，再把面片折叠成六层，于是
用刀拨面。拨面用的刀是特制的，约
2.5公斤重，约60厘米长，两端都有柄，
刀刃是平的，成直线。用这种刀拨出的
面十分整齐，粗细一致，断面成小三棱
形，每根长半米有余。双手各执刀的一
端，一刀一刀拨出面条，拨面时刀与面
的角度约成60度。在斜拨的基础上，
要将刀直立并向侧边甩出面条。伴随
着“咣当咣当”的切面声，一根根粗细
均匀、长短一致、筋道爽滑的面条，便
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案板上。

最后就是煮面。擀面的时候，就
可以烧水了，只要把握好时间，面刚
切完不久，锅上已是热气腾腾了。揭
开锅盖，趁着锅里浪花翻滚，两手迅
速抓起面条，匀开抛进锅内，用筷子
再轻轻搅上一转，盖上锅盖大火继续
烧。水开之后，往锅里加一点凉水，加
两次凉水后烧开即可。然后快速用罩
滤将煮好的面条捞到碗里，舀一勺面
汤，上面浇些事先炒好的蔬菜和肉，
再与面条拌匀就可以吃了。筋道的刀
拨面，加上营养丰富的各类菜品，直
将人们的味蕾全部激活。

上学那阵子，生活很艰苦，肚子
里时常缺少油水，总觉得那时候的刀
拨面特别香。如今生活条件提高了，
同样的面食，依然成为人们舌尖上的
一道美食。

一碗刀拨面，承载着一段美好的
记忆，在时光的延续中，人们不断探
索，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美味。

攀枝花：三线文化广场
下月全部呈现

本报讯（岳蕾娅）10月9日，四川
省攀枝花三线建设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示范项目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
一派繁忙景象。“目前正在进行纪念碑
碑体的打磨和广场地面铺装工作，预
计11月中旬，三线文化广场将全部呈
现。”攀枝花市花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下属三线文化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副
部长毛梓丞说。

据了解，纪念碑高度33.33米，碑
体采用攀枝花极具特色的金属材料

“钛板”作为表面材质，碑底采用攀枝
花钒钛磁铁矿混凝土作为基座。

三线建设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项目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包括三线
文化广场北侧项目、三线建设干部学
院项目、三线文化广场南侧上盖项目
等三个子项目。目前，三线建设干部学
院已有部分项目通过验收并交付使
用，火红年华·锦江宾馆施工进入最后
阶段，三线文化广场南侧上盖项目施
工主体结构旋喷桩、南北主体结构基
础桩均已完工，三线大道预计2023年
元旦实现通车。

毛梓丞介绍，目前，整个项目部管
理人员及施工人员共有近300人，为
加快施工建设，项目部精心组织，制定
详细计划，实行分段流水施工、平行作
业施工等，全力推动年度各项工作任
务完成。

三线建设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项目建成后，将与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
博物馆等相互呼应、形成体系，更好地
展现三线建设光辉历史、传承弘扬三线
精神，在满足市民文化设施需求的同
时，填补全国尚无成规模、综合性展示
三线建设历史题材纪念设施的空白。

绵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档案文献展开展

本报讯（郑金容）10月13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档案文献展在
四川省绵阳市档案馆开展。此次展览
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是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重要历史时刻形成的代表性档案文
献资料首次集中走进绵阳。共展出的
300余件档案全部为中央档案馆首次
开放使用的珍贵档案，以及四川省档
案馆从全省遴选出的最能代表“红色
四川”的精品档案。

档案从“理论探索、理想信念、不
懈奋斗、牢记宗旨、自身建设”五个方
面呈现中国共产党伟大而光荣的历
程，展现百年大党波澜壮阔、翻天覆地
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史，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

据悉，该展览将长期免费向社会
公众开放，展出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
五（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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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涌凯城 馨香传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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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凯里

“这里，青山绿水养
眼，蓝天净土养肺，民族
风情浓郁，人民热情好
客 ，凯 里 ，下 次 我 还 想
来！”外地游客张女士对
贵州凯里之旅意犹未尽。

“百节之乡”“芦笙故
乡”“东方斗牛之乡”“全
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一张张独
特的名片，彰显的是这座
城市的独特印记和文化
底蕴，更成为贵州省凯里
市追逐时代进步的标签。

古籍数字化，文明触手可及
关育兵

刀
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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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李
林晅）10月14日晚，古
蜀文明彩灯光影艺术
展在四川省成都宽窄
巷子开幕。展览由成都
金沙遗址博物馆和成
都宽窄巷子联合主办，
展出 6 组以太阳神鸟
金饰、黄金面具、青铜
立人等古蜀金沙文化
元素为核心的彩灯光
影艺术作品。展览将持
续至今年年底，期间免
费向游客开放。

此次展览还利用
宽窄巷子独特的川西
民居建筑形式，在“宽
径”两边的墙壁上用光雕、LED、互动
投影等形式打造了长达80米的“时间
长廊”。随着市民及游客参观的脚步，
古蜀人祭祀、渔猎、制陶、冶金、治玉等
生活片段将如连环画般渐次出现。

据悉，金沙遗址博物馆和宽窄巷
子还将在展览期间举办丰富的互动打
卡活动，市民及游客拍摄各个点位的
灯组并上传网络，就有机会获得精美
的文创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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