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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日前，成都金沙
遗址博物馆携手竞技类手游《王者荣耀》，发布以古蜀金沙文化
为灵感而设计的联动皮肤“海月-金乌负日”。双方还以太阳神
鸟金饰的文化内涵为基础，陆续推出文物拟人短剧、CG动画等
系列线上联动产品，让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的“焕新”体验扩展
到更为广阔的观众群体。“太阳神鸟”已经成为香饽饽，成为城
市营销的载体，也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热。

此次金沙和王者荣耀联动推出的“海月-金乌负日”皮肤，
其整体设计以古蜀文化为灵感来源，融入金沙遗址标志性的太
阳神鸟、黄金面具、青铜器等核心元素，让游戏人物将古蜀人的
希望与梦想“穿”在身上。此外，该皮肤背景故事的设定，基于
金乌负日的传说以及考古出土的古蜀纵目面具进行二次创作，
让网友跟随故事，体验一场古蜀的冒险之旅。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金沙一
直致力于拓展古蜀文明的内涵外延，从以多种艺术形式呈现
的《金沙》音乐剧，到首架博物馆主题飞机“金沙号”，再到与
火锅品牌的首次跨界联名⋯⋯通过不断发掘“古蜀文明+”

“博物馆+”的创新表达，让大众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随时
随地体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伴随着这些优秀作品走
向大众，走向海外，也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吸引不同文
化背景的群体了解金沙，走进古蜀。“当前也是三星堆和金沙
联合申遗的关键时刻，博物馆主动开展跨界合作，也将有助
于提升古蜀文明的大众参与度、传播度和国际知名度，为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预热。”

近日，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
节目中点赞成都高校放春假。据他描述，3
月 14 日，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发布关于
春假的放假通知，该通知安排全校师生3月
30日至4月5日放7天春假，号召所有的教
职工、学生放下书本、工作，带上家人、爱侣，
呼朋引伴去度春假。

针对春日这份应景“放假”安排，白岩
松在节目里提出：“春光正好，众多学校是
不是也抄抄这份‘作业’？”

据悉，放春假是该校例行制度。而在
白岩松的视频下，网友也纷纷留言，“这作
业布置得真心不错”“建议全国推广”⋯⋯

事实上，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教学计

划和安排，让全国所有学校都实行春假制
度或许并不现实。但成都这所高校的春
假制度如一股清新的春风，传递出了鼓励
人们享受成都的春日美好和保持对生活
热爱的态度，而这种积极的“态度”相信通
过网络已经被全国推广，不仅感染了其他
学校的学子，也包括那些已经走出校门的
人们。

三月的成都，春意盎然，处处都是好春
光。3月16日，同为央视主持人的朱迅就在
郫都区向全国推介成都油菜花海，她在花海
边开心歌唱，感叹道“真的好美”；同样，三元
地铁站外的百亩花海每天都吸引着无数市
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成为热门的打卡胜地；

天府绿道上，骑行爱好者穿梭于78座富含天
府文化韵味的桥梁之间，感受公园城市的诗
意与远方；在青龙湖等城市公园，大家搭建
帐篷，享受城市的悠闲与宁静。而在城市
郊外，大田景观与林盘院落浑然自成，让人
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此外，成都传媒集团东郊记忆这片曾经
的老牌工业区，如今已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夜色下剧场演出、艺术展览、音乐现场等文化
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了大批春日“弄潮儿”。

但是，若你走进成都春日的“深处”，便
会发现还藏着无数令人惊艳的“新风景”。
2024 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即将在成都
盛大开幕，这是国际最高规格的花卉园艺

展会首次花落蓉城，春日里，万紫千红的花
卉将竞相绽放，为这座城市披上绚丽的盛
装。而下月，成都 2024 汤尤杯也将火热开
赛，春日里成都体育氛围正浓，各个体育场
馆里也随处可见打球的市民。

又是一年春来到，人们与春天的故事
还在“续写”，地点或许是在成都，也可能
是其他城市，但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一
定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春日好时光。春
假的存在或许因地制宜，但只要不辜负生
活的每一刻，用心去体验每一个春天的瞬
间，一定能用热爱和决心书写属于自己的
精彩篇章。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杨

白岩松关注成都高校放春假

“春光正好，众多学校是不是也抄抄这份‘作业’？”

3 月 19 日，由四川省川剧院、眉山市
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出品，四川省
川剧院、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共同演出的新
编历史川剧《梦回东坡》在杭州胜利剧院
上演。现场观众在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和
悠扬唱腔中，“穿越”时空，与苏东坡进行
千年对话，品味他的传奇一生。据了解，
杭州站是《梦回东坡》2024 春季全国巡演
第四站，今日《梦回东坡》还将在胜利剧院
与当地观众见面。

川剧《梦回东坡》演员阵容强大，由

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川剧院院长、著
名表演艺术家陈智林担任艺术总监并领
衔主演，国家一级导演查丽芳执导，第十
七届文华大奖剧目《草鞋县令》的编剧杨
椽担任编剧，国家一级作曲李天鑫担任
作曲，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叶建担任舞美
总设计，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潘健华担任
服装总设计。

陈智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
通过真诚细腻的表演，生动诠释苏东坡惠
州造桥、黄州悟道、修建雪堂、壮赋赤壁、
儋州化民以及和王闰之的爱情故事，为观
众呈现一个乐观、豁达、幽默的鲜活苏东
坡形象。

浙江杭州与苏东坡有着千丝万缕的紧
密联系。苏东坡曾于熙宁二年间和元祐年

间两至杭州为官，中间隔着 15 年的光阴，
境遇截然不同。1072 年第一次到杭州，他
担任通判一职，并无实权。1089 年，第二
次到杭州任知州期间，他手握实权，励精图
治，任职期间几乎日夜工作于西湖之畔。
此次“东坡”故地重游，颇受当地戏迷关
注。四川省川剧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
日《梦回东坡》演出现场上座率达到 90%，

“观众们相当热情，表演过程中时常爆发出
热烈掌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开展跨界合作 为申遗预热
金沙将推出文物拟人短剧等联动产品川青铁路活跃着一支川青铁路活跃着一支““攀岩队攀岩队””

守护“钢铁巨龙”

“东坡”巡游故地 川剧在杭赢得满堂彩

在危石工区，皑皑白雪之下反而最为艰险。
来川青铁路工作之前，明磊曾看过不

少当地地质条件的报告和文献。“这边主要
是由千枚岩、少量的花岗岩和一层薄土组
成，越往山顶，覆盖的土就越薄。”由于高原
上特殊的地质结构，每年数个月的雪季是
工作难度最大、危险系数也最高的时候。

上山、搜山、检查、折返，一趟下来，队
员们表现出了超过他们年龄的熟稔。来
自高原的他们，童年记忆中总是伴随着一
帧帧巨石掠过的画面。

“松潘话叫‘落石头’。”张成是本地人，
在他记忆中，从大山深处的松潘县向外，只
有一条213国道，这也是松潘对外交通唯一
的“生命线”。然而，这条生命线几乎每年
都会被落石砸坏。在汶川特大地震时，更
是被垮塌的巨石分成了一段段“断头路”。

“以前要出去一趟，真的太不容易了！”在山
腰休息期间，他向记者感慨道。

川青铁路的开通，让沿线数百万人命
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去年底，4名阿坝青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
家。“从小到大，国家帮了我们很多，也是时候回来
了。”张成和铁志伟家就在附近，铁志伟告诉
记者，川青铁路开通后，镇江关从深山小镇
摇身一变成了旅客前往九寨沟、黄龙等世
界级名胜景区的最大中转站，趟趟列车座
无虚席，几乎“周周都是黄金周”。他的家
人也吃上了餐饮、民宿的“旅游饭”，粗略估
算下，一家人收入涨了三成多。

中午时分，雪化了，川青铁路的春天
已经悄然而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魏
捷仪 文/图

清晨，当川青铁路的列车穿越过漫长的隧道，进入松潘县境内时，苍莽的雪山着实
给了乘客们一个巨大的惊喜。与油菜花盛开的成都平原相距不到200公里，此时松潘大
地还冰封在一片皑皑白雪中。

壮美的景色背后，也藏着一系列风险。经历过汶川特大地震和一系列次生灾害，川
青铁路两旁的地质比较脆弱，落石、滑坡、泥石流都可能威胁这条“钢铁巨龙”。

在川青铁路上，活跃着一支“川青攀岩队”，他们负责在镇江关站危石工区清理山上随时
可能掉落的岩石。日前，记者来到他们身边，跟随他们一起为铁路旁的雪山深谷做“体检”。

倚绝壁除孤岩倚绝壁除孤岩

行走山间，经常需要手脚并用
从镇江关站驱车 20 分钟左右，镇江

关站危石工区工长、藏族小伙明磊一行 4
人来到了金瓶岩——一处被高山包围而
呈“V”字形的谷底。

作为带头人，明磊和张成率先登上了
隧道正上方的山腰。在陡峭的山间，两人
手脚并用，几乎用“攀”的方式登上了崖壁，
全程不到10分钟。山下，隧道的看护人、羌
族大姐杨英始终抬头注视着二人。她告诉
记者，这里曾是牧场，现有的“路”——即山
崖间一块块仅能容纳成年人单脚站立的石
间缝隙，是世代生息于此的牦牛和山羊经
年累月踏出来的。

正是因为没有固定的路，危石巡查队

更能深入山间的每一个角落，寻找可能存
在的隐患。

顺着无人机的视角，从高空俯瞰，就不
难明白这个“攀岩队”工作的意义：这一座
座雄伟的高山上，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伤
口”。有些地方由于流水的冲刷形成了一
条条沟壑，为落石提供了近似“铁轨”一样
的通道；有些地方崖壁被风侵蚀，形成了不
规则的石刃；而在更多地方，干燥少雨的气
候让这里只能长出荆棘、野草和灌木，既保
不住水，更固不了土，砂石如同攀附在一层
纸面上，随时可能落下。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处理险
峰间可能存在的落石。

“快看你头顶是什么。”
跟着队伍行走在隧道上方的半山腰，

危石工区路基工刘涛提醒记者抬头——
一只山鹰在我们头顶盘旋，近乎咫尺。

“它居然又来了，这山上还有十多只
呢。”平日里，“攀岩队”的队员们总是在险峰
中行走，山鹰反而成为除了队友之外最熟络
的伙伴。

刘涛今年 27 岁，是标准的“95 后”，他
的队友明磊和铁志伟与他同岁。一行 4
人中，最大的张成也才 28 岁。这群不满
30 岁的铁路工人，在这绝壁上完成了“职
场第一课”。

在川西北高原，最危险的岩石不在步
行可至之处。在那些“山鹰也无法栖息”
的绝壁上，往往埋藏着极大的隐患。崖上
松动的岩石，被称作“孤岩”。处理这些隐
患，需要危石工绑上安全绳，与绝壁几乎
垂直相对，清理破碎岩石。

与队友们不同，刘涛虽然也是土生土

长的阿坝人，但从小生活在汶川县城，成
为铁路工后，一直在平原工作，对于大山
的习性并不了解。今年 2 月，刚到川青铁
路不久，他就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处
理镇江关站对面高山悬崖上的一处孤岩。

绑好安全绳和安全带，随着队友慢慢调
整绳索，刘涛开始了他第一次孤岩作业。

脚底是万丈深渊，头顶是最信任的队
友。第一次与绝壁面对面，刘涛用力把目
光聚焦在落脚点。此时的他还难以承受
这样的心理压力。

连续不断地敲击，他用榔头和撬棍将
孤岩分解成一块块小石头，然后清除这些
隐患。随后，队友们再一点点将绳索拉
上，他才终于“脚踏实地”了。“当时腿脚真
的禁不住‘打闪闪’，站都快站不起来了。”
至此，27岁的他终于在绝壁上完成了第一
次孤岩作业。

这些终生难忘的经历，给这群青年危
石工上了“职场第一课”。

命运齿轮，随川青铁路而转动记者
手记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3 月 19 日，记
者获悉，2024 年 1 月至 2 月，由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考古文
博学院牵头，联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与斯里兰卡国家考古局和凯拉尼亚大学考古系组成联合考
古队，在斯里兰卡西北省的帕巴鲁伽拉(Pabalugala)遗址开展了
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自 2017 年起，四川大学与斯里
兰卡凯拉尼亚大学签署发掘研究合作协议，对印度洋古港曼泰
港开展了连续三年的考古工作，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新
篇章。

帕巴鲁伽拉遗址是古代印度洋贸易中的关键环节。该遗
址位于斯里兰卡西部库鲁内加拉平原，曾是印太海洋贸易体系
中重要的商品产区，其产品遍布东亚早期历史时期的多个遗
址，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由于过往考古工作的
不足，对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一直没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为了更为精准地获取实物资料，此次联合考古工作使用高
精度铯光泵磁力仪进行地球物理考古勘探，在遗址的核心区域
发掘面积 48 平方米，发现了多个遗迹与大量玻璃生产相关遗
物，包括目前全世界已发现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玻璃加工遗
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探方 T1 发现了一座半地穴式
窑炉；探沟 TG2 和 TG3 中，发现了多个灰坑、石墙和柱洞遗迹，
出土遗物包括大量夹砂红陶、褐陶、各色玻璃珠子和玻璃制品
达上万件，为研究帕巴鲁伽拉遗址的文化特征和历史变迁提供
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发现最古老玻璃加工遗址
四川考古队在斯里兰卡取得重要收获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浩） 2024年四川省青
少年射箭冠军赛日前在峨眉山市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圆满
落幕。本次比赛是2024年市射校组队参赛的首场赛事，也是对
成都射箭队冬训成果的集中检验。最终，成都射箭队以 17 金 4
银2铜的优异成绩圆满收官。

2024年四川省青少年射箭冠军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的8
支队伍、110 余名运动员参赛。为鼓舞士气、提振信心，市射校
校长危建华、副校长刘佳鑫和竞训科负责人王琥等人专程赶赴
赛场，关心和慰问前线参赛的成都射箭队教练和运动员，鼓励
成都射箭队全体将士要以成都射箭前辈为榜样，勇于发扬中华
体育精神，努力攀登竞技体育高峰。

经过激烈的角逐，成都队一共收获 17 金 4 银 2 铜。赛
后，成都男子射箭队主教练李迅表示，本次比赛虽成绩不错，
但因部分队员练习时间较短，仅利用周末时间训练，基本功
有待加强。女子射箭队主教练田梅强调，部分队员在比赛中
展现了寒假集训的成果，有比较明显的进步。一些小队员则
是第一次参加省级比赛，显得有些紧张，还需要进一步通过
比赛提高心理素质。本次比赛是冬训后的首场比赛，是对冬
训效果的一次全面检验，成都射箭队夺得 17 个冠军实属不
易，达到了预期目标。同时也通过比赛反映出了存在的问
题，为下一步针对性提高明确了方向，也为下阶段训练奠定
了基础、增强了信心。

峨眉“论箭”成都队揽17金

危石工区队员在金瓶岩的绝壁上进行作业危石工区队员在金瓶岩的绝壁上进行作业

较脆弱的地质条件使落石等灾害威胁着川青铁路

万丈悬崖，职业生涯的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