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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谢夏冬）
热热热，太热了。近段时间，暴晒的阳光、灼热的
空气、几乎没干过的衣服，让每一次出门都变成一
场考验。6月16日上午10时，成都市气象台更新
高温橙色信号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截至16日15
时，全市最高气温为39.5℃。

不过久违的雨水即将带走持续多日的热浪。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7日夜间至21日，西南地区
至黄淮、江淮一带有大到暴雨，受此次降雨影响，
四川盆地等地高温干旱将缓解。

据四川气象服务中心消息，16 日到 17 日盆
地持续晴到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5℃到37℃，局
部可达 38℃或以上，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
施。17 日晚上开始到 19 日，盆地有一次雷雨或
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
个别地方大暴雨，最高气温将下降至 27℃到
30℃。20 日到 22 日盆地各市多云间阴，有分散
阵雨或雷雨；周内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雷雨或
阵雨，其中18日到21日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大
雨到暴雨，累计雨量大，需防范气象次生灾害带
来的不利影响。

具体来看，据成都市气象台预告，预计成都
17日白天仍为高温晴热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
17日夜间到18日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雨量
中到大雨，中东部局部地方暴雨，伴有5-7级阵性
大风，局地可达8级或以上，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
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18 日后最高气温明显下
降，此轮高温晴热天气结束。

本报讯（江逸 向竞秋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李柯雨） 6 月 13 日至 15 日，成都文化新地标
——东安湖大剧院迎来开幕首演，剧目《我的大观
园》在此连续3天上演。这场融合古典美学与现
代舞台技术的视听盛宴不仅标志着东安湖大剧院
正式投入运营，也为市民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艺
术体验。

作为东安湖大剧院的首演剧目，《我的大观
园》是以《红楼梦》为灵感蓝本的越剧力作，凭借创
新的叙事、诗化的演绎与极致的舞台美学，不仅重
现了红楼一梦的悲欢离合，更在当代语境下赋予
经典以新生，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剧中，越剧演员陈丽君领衔的“小百花”青春
群像演员，以细腻唱腔与技术创新，既保留了越剧
的古典韵味，又通过LED屏、光影特效等技术，打
造了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首演现场座无虚席，
许多“00后”观众表示：“第一次发现戏剧也可以
这么潮！”

据悉，东安湖大剧院坐落于龙泉驿区东安湖
生态公园核心区，总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设计
规划了一座2045座大剧场和一座448座的多功能
剧场，凭借国际顶尖的舞台设备与声学系统，为传
统艺术提供了容纳创新表达的物理空间。

随着东安湖大剧院的落成投运，龙泉驿文
化消费场景将向更深度、更多元的“演艺经济”
迭代发展。据了解，未来这里还将承接歌剧、
话剧、音乐会等演出，助力成都建设“国际音乐
之都”。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
姆） 6 月 18 日至 22 日，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
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将举行。由 18
家四川出版社组成的展团，将以“天府文脉连世
界 古蜀文明共华章”为主题，带着 600 种精品
出版物与 11 场文化活动，亮相 400 平方米的沉
浸式展区，为全球读者展开一幅流动的巴蜀文
化长卷。

据了解，本届图博会上，四川出版展区的门头
采用书本翻页线条与灯带构成的折角设计，以现
代手法演绎阅读元素，仿佛向世界翻开“四川故
事”的第一页。展馆以“书香天府 熊猫伴读”为设
计理念，将大熊猫作为核心视觉符号，构建起兼具
简约格调与国际视野的展陈空间。书台上陈列的
巴蜀特色图书与“欢迎来四川——这里是千年文
明与自然奇观交织的‘诗与远方’”中英标语相映
成趣，邀各国读者共赏四川文化。

此次参展的近600种出版物中，30余种外文
版图书涵盖多个领域。其中有中华优秀出版物

《辑补旧五代史》、“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何以中
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等
荣誉类图书，《中国式现代化100问》《拉索》等重
点新书，《蜀道方志集成·米仓道卷》等蜀道文化作
品，《三星堆对话古遗址》等古蜀文明精品，《苏东
坡辞典》等三苏文化经典，以及《大熊猫的朋友圈》
等熊猫文学图书。值得一提的是，四川18家参展
单位中9家出版社入选2024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
响力100强。

展会期间，四川展团将举办11场文化活动，
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原来中国长这样》新书发布会
将邀请德国作者分享留学生视角的中国见闻；四
川文艺出版社《漫画中国：万里交好共命运》签约
仪式将以多语种漫画展现“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巴蜀书社将发布《遇见三星堆》俄文版并签约《三
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英文版权；四川大学出版
社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将启动“青铜时代的中
国”系列合作等。此外，普拉姆迪亚百年诞辰纪
念、《拉索》英文版签约等活动，将从人文与科技维
度搭建文明互鉴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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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 一键查询最新非遗资讯
成都首个区级非遗数据库上线

四川出版展团
18日亮相北京图博会

剧目《我的大观园》连续3天上演

东安湖大剧院正式投运

大雨已在路上
成都本轮高温即将结束

千年诗韵，满城风华。李白举
杯，杜甫寻花，薛涛制笺，东坡泛
舟，放翁策马……6 月 16 日，由成
都传媒集团及旗下成都天府影业
有限公司出品的六集人文纪录片
《诗美成都》启播活动在北京师范
大学举行，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国家广电总局、北京师范大学、
成都传媒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专业
人士及影片主创会聚一堂。据悉，
《诗美成都》将于 2025 年 6 月 18
日-23日19∶22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纪录频道播出。

《诗美成都》以古代经典诗歌
为核心，邀请著名作家阿来，相声
演员大山，音乐家冯满天、贺兰泽、
张若水，诗人翟永明、欧阳江河、雷
震，摄影家沈尤，蜀锦艺术家苏舒
等，寻找李白、杜甫、薛涛、苏轼与
陆游在蜀地生活的情感密码，回到
诗歌诞生的现场，连接贯通古今的
诗意生活。

成都传媒集团重磅出品
深度挖掘成都诗意魅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祝燕南认为，《诗美成都》跨越时空，
不仅讲了诗意成都，更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
髓。中国广电联合会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主
任马晶谈道，影片以散文化的结构和诗意的
表达，呈现文化传承。

此外，国家广电总局阅评组副组长、著名
导演陈真强调了《诗美成都》的创新性，表示
影片年轻化的语态能引发年轻人共鸣。广电
新视点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纪录片网总编
辑张延利认为《诗美成都》以创新形式、创共
鸣、创教育模式的方式创新探索纪录片高质
量发展。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
院长陈刚教授深表认同。在他看来，这部作
品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与青年观众产生情
感和生命的共情。

中国电视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
胡智锋教授指出，《诗美成都》贡献了创新性
的“三重穿越”：穿越时空、连接古今；穿越媒
介，融合多种艺术形式；穿越生命，引发情感
共鸣。他认为作品通过对成都诗意魅力的深
度挖掘，带来了赋予新时代气息的新的诗美。

成都传媒集团董事长，成都传媒产业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母涛与《诗美成都》总导
演张同道共同揭晓由莫言先生为本片的片名
题字，与到场嘉宾共同见证了本次启播的圆
满开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主办方供图

年轻化语态

带来赋予新时代气息的新的诗美

启播活动现场，《诗美成都》总导演、北京师范
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教授说，古典诗歌是中
华民族的美学花园，成都又是有着丰富诗歌底蕴的
城市。《诗美成都》力图赋予古诗一种新诠释、新表
达，创造一种轻纪录风格，轻盈、轻快、轻松。他认
为，当下社会发展加速，AI、机器人突飞猛进，工作
节奏快速旋转，但3000年时光淘洗的诗歌经典依然
像珍珠一样代代流传，滋养心灵，润泽生活。

唐宋时期，音乐也是诗歌的载体。“对于一个古
典音乐家来说，能够有机会探访李白足迹、诗歌诞
生地，体验非常美妙。”著名阮咸演奏家冯满天在现
场演奏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后如是说。

著名作家阿来多年来追寻杜甫的足迹，连续讲
杜诗20余场。在片中，他指出杜甫为成都定了文学
的调性，没有杜甫我们几乎不知道怎样言说成都。

《成都物候记》正是杜甫诗歌的现代延伸，阿来用文
字记录了成都四季容颜的变迁。

著名诗人欧阳江河也来到现场，分享他的拍摄
心得。他说，居住成都17年，热爱苏轼50多年，这
次拍摄才知道成都是苏轼的福地，他从这里走向全
国舞台。

著名相声演员大山近年来迷上了中国古代诗
词，这次他从剑门关到成都，一路寻访陆游的生活
轨迹，发现陆游既是一位爱国诗人，也是品酒、赏
花、美食高手，发现了陆游的B面。

著名诗人翟永明与薛涛同住一城，相隔千年，
此次跟随诗歌追踪薛涛的脚步，登上古代筹边楼，

名家跨界寻诗踪

解开诗圣、诗仙“成都密码”

明起央视播出

步入幸福梅林站站厅，弧形
拱顶舒展开来，站厅内完全不见
立柱。“车站采用大跨度无柱弧
形拱顶，弧形段长 221 米、跨度
25.2 米、层高 10.8 米、顶板厚 1.3
米、拱顶净高 10.75 米。车站用拱形结构的力学特
性，借助两侧1.6米厚的强化墙体替代传统立柱，创
造出了相当于6.5个足球场大小的通透空间。”成都
轨道建设公司工作人员张斐介绍。

据了解，幸福梅林站地下分布着遇水膨胀、失水
收缩的特殊黏土。“在地质变化极大的膨胀土层挖平
均30米深的车站基坑，就像在豆腐上雕花。”回顾幸
福梅林站1652天的建设历程，张斐介绍道，为了攻克
膨胀土地层，施工人员采用了高精度的抗膨胀基坑
支护体系，在基坑周围构筑起支护结构。同时，根据
实时监测数据，适时采取并排架设钢支撑的措施，多
措并举严控地表水下渗。最终，成功打造了坚固的

“地下梅林”。
在弧形拱顶施工过程中，运用了多项国家新型专

利、省部级工法，提高装配式综合支吊架安装效率。同
时，运用BIM技术搭建模型，计算出需要178根定制钢
构件来支撑弧形模板，确保整个支架体系的稳定性。

“每根构件的安装误差不能超过3毫米。”中铁六局集团

有限公司幸福梅林站工作人员姜姣龙介绍。
另外，该站在成龙大道和锦江大道设置了5个出

入口，站内还增设了无障碍电梯、开放式票亭、母婴
室、儿童洗手台等儿童友好设施，满足市民便捷出行
和过街需求。

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工程西起瓦窑滩站，
东至龙安站，全长约29公里，开通后将有效缓解成都
东西向交通压力，提升沿线居民出行效率。目前，线
路机电安装已完成总量的88%，装修装饰已完成总量
的53%。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成都轨道集团将持续
推进线路后续联调联试、空载试运行工作，争取早日
开通运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帆

成都轨道集团供图

6月15日，成都地铁13号线一期工程幸福梅
林站土建工程已整体全面竣工，目前正在进行内
部装修施工。该站是成都地铁首座“无柱车站”，
也是全国最大的大跨度中庭无柱弧形拱顶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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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在成都市青羊区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宣传展示活动周成果发布会上，成都市首
个区级非遗数据库——“青羊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据库”正式上线，将为市民提供触手可及
的最新非遗资讯。

“青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整合青
羊区 97 个非遗项目、161 位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涵盖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 8 个类
别，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非遗项目的永久保存
和便捷查询，不仅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技术支
撑，也为公众了解、学习非遗开辟了新渠道。
目前，市民可前往“成都市青羊区文化馆”公众
号点击“青羊非遗”一键查询非遗项目详情及
最新非遗资讯。

“数据库的发布，标志着青羊区非遗保护
工作迈入数字化、系统化新阶段。”青羊区文体
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平台将以非遗

数据库为依托，持续开展数字化保护与活态传
承，重点完善项目申报和传承人考核管理体
系，进一步提升平台在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
中的支撑作用。

科技赋能非遗传承，其意义还在于激活资
源、连接价值、创造未来。如何让丰富的文化
资源与创新文旅项目深度融入产业发展，高效
匹配市场需求与优质供给？发布会上还发布
了一份精准的“文旅场景供需清单”，涵盖数字
文旅、体育运动、智慧平台、品牌住宿、休闲娱

乐等多个领域，共计13处，其中需求清单6处、
供给清单7处。

记者在清单中发现，需求清单聚焦数字文
旅提档升级，包括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基本陈
列沉浸式数字展厅项目将利用先进数字技术
打造独特展示空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的

“数字考官—AI杜甫听你背诗”及唐代沉浸式
AR场景项目，分别利用数字杜甫等相关资源
及AR场景重现历史。供给清单则汇聚优质
文旅资源，如乐动力苏坡体育中心作为综合性

体育运动场馆为游客、居民提供优质体育运动
服务，诚邀各界携手合作。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静宇

她称薛涛诗《筹边楼》写出了不同于男性的战
争观，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来自业界和学界的专家纷纷发表观点，
高度称赞《诗美成都》的创新与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