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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真菌 182 种、害虫 8 种、病害图片
8000余张，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以下
简称三峡博物馆）搭建起的全国唯一馆藏
文物生物病害致病菌种库和虫种库里，文
物病虫害几乎“一网打尽”。

6月8日，在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公
布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
例名单。三峡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虫霉病
害防治研究聚焦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与应
用”，从全国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和中央
有关单位申报的217个有效案例中脱颖
而出，入围名单。

重庆给文物“捉虫”的技术究竟有多
厉害？6月8日，三峡博物馆文物保护与
考古部副主任、馆藏文物有害生物控制研
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专职副主任
唐欢等专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搭建起全国首个
文物常见生物病害在线专家系统

说起文物的病虫害问题，三峡博物馆
退休研究馆员王春颇为感慨：“重庆处于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且山水交融，地
势垂直变化明显，造就温湿多雨的潮湿环
境，为昆虫和微生物生长发育提供了适宜
的条件，致使馆藏文物遭受有害生物侵袭
的现象和风险长期存在。从20世纪90
年代起，我们就开始了文物防虫防霉的方
法探索，30多年的积累，为我们开展馆藏
文物生物病害防治奠定了基础。”

重庆的文物上究竟有多少种病虫
害？来自三峡博物馆馆藏文物生物病害
致病菌种库和虫种库的数据，给出了答
案：真菌182种、害虫8种。

唐欢介绍，依托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子课题“馆藏文物生物风险防控关键技术
研究”建立的两库资源，三峡博物馆拍下

了病害图片8000余张，数据资源全部来
源于虫蛀、霉变文物。随后，结合卷积神
经网络算法，三峡博物馆搭建起了我国首
个文物常见生物病害在线专家系统，通过
图片和序列上传比对，实现对常见害虫和
霉菌的快速在线识别，极大提升了基层文
物保管人员对文物虫霉病害风险的感知
和管理能力。

此外，两个标本库的资源为博物馆藏
品入库处理、染霉带虫文物消毒消杀处理
等提供了有效指示物，为消杀效果提供可
靠判断依据，为入库文物虫霉污染源的有
效控制提供重要保障。

研发多种技术
控制虫霉病害快速蔓延

病虫害的种类找到了，那该如何给文
物“捉虫”呢？

唐欢介绍，三峡博物馆依托重庆市科
技局项目“馆藏纸质文物霉菌病害光纤光
谱感知与识别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联
合重庆理工大学光纤传感与光电检测重
庆市重点实验室，针对文物材质的特殊
性，建立了全新的文物霉变发生识别监测
光纤光谱技术，利用光纤传感器对霉菌种
类进行快速鉴别，实现对文物霉变的定
性。

同时，博物馆还依托重庆市文物局重
点项目“ATP生物发光法在文物表面霉
菌检测的应用研究”，建立并完善了应用
于文物表面丝状真菌定量检测的生物发
光检测技术，构建了文物常见污染霉菌数
量与ATP生物发光值之间的线性数学模

型，该技术可以在15秒内对文物表面霉
菌进行数量检测，实现对文物霉变的快速
定量。

“文物霉变和文物虫蛀被肉眼发现
时，往往已经十分严重，为后续的保护修
复带来极大困难，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研
发能够在文物生物病害痕量或微量期就
能对其进行感知和识别的技术，做到即时
感知、见微知著，以控制虫霉病害的快速
蔓延。”唐欢说。

拓宽应用场景和适用区域
辐射全国文博单位

三峡博物馆擅长给文物捉虫的消息
不胫而走。

唐欢说，目前，包括植物源熏蒸剂、馆
藏文物保存环境空气微生物净化装置、馆
藏文物轻型柔性消毒舱、基于ATP生物
发光法的文物霉变快速检测技术等在内
的一系列“捉虫”科技，已经涵盖湿热多
雨、霉虫高发的南方地区，以及寒冷干燥
的西北地区，极大拓宽了研究成果的应用
场景和适用区域。

此外，文物常见生物病害在线专家系
统已整合至全国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风
险防控管理服务平台，并且通过中国软件
评测中心的第三方评测，以“服务工具”的
形式在线提供生物病害识别、处理、案例
分析等服务，将在全国范围内有力提升文
物病害的综合治理能力。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项研究入围全国高质量发展案例

将馆藏文物病虫害“一网打尽”

千年古城，百年龙舟，2024安居古
城端午非遗龙舟会如期而至，引得游客
云集。

从走马观花到沉浸式体验，安居古城
的迭代焕新，要回溯到铜梁区检察院办理
的一起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

2022年8月，铜梁区检察院对辖区
文物保护情况进行常规巡查时，发现安居
古城边依江而建的朱家小院由于无人管
理，年久失修，面临垮塌的危险。

朱家小院是清代古民居、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安居古城传统院落、文化遗产众
多，是否还有其他文物亟须保护？铜梁区
检察院随即立案调查。经查，共3处古民
居、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存在类似情况。

为开展诉源治理，铜梁区检察院向相
关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
职促古民居文物保护性修缮。同年10
月，安居古城传统院落修缮项目被纳入铜
梁区未来五年重大建设项目库，按照“一
年出形象、三年大变样”要求，和50多个
重点项目一起有序推进，共启这座千年古
城的迭代更新。

2023年底，安居古城的古民居修缮
全面完成，古宅修旧如旧，再现了原有的
建筑风格。如何盘活这些历史文化资源，
让更多人体验到其传统文化魅力？检察
机关建议因地制宜，聚焦铜梁龙文化、安
居古城文化，打造涪江山居民宿群落。

民宿群由朱家小院、南华宫等相邻的

古民居、古院落组成。各民宿围绕“一宿
一品”，遵循建筑风格布局进行布置，其历
史文化故事均列入安居古城打卡攻略，供
游客按需选择打卡，探索历史奥秘。

今年6月，涪江山居民宿群落陆续投
入运营。如今，游客只需手拿一本安居古
城打卡攻略，就可白天赛龙舟，晚上观火
龙，畅游九宫十八庙，夜宿古宅民宿群。

铜梁 诉源治理后诉源治理后，，安居古城沉浸式体验升级安居古城沉浸式体验升级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
浪鸣千雷。6月8日9时，江津区塘河古镇第十二届龙舟文化节举
行，来自塘河古镇的4支龙舟队的100名选手，在800米河道上展
开了激烈的角逐。

一声尖锐的哨响划破长空，伴随着气势磅礴的鼓点声，四条龙
舟似离弦之箭，在河面留下一道道波痕。河两岸人山人海，助威声、
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成为一片沸腾的海洋。

近一周，在去哪儿平台上，关键词“龙舟”搜索量比上周上涨
136%。与此同时，我市多地通过举办龙舟比赛，弘扬传统文化、打
造城市名片，并带动旅游、住宿、餐饮、商业购物等消费，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龙舟经济”正在兴起。

河面龙舟竞渡，两岸摊贩云集。在塘河古镇第十二届龙舟文
化节上，周边集市的活动多姿多彩，为前来观赛的市民游客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

在美食一条街的50多个摊位上，摆满了各色美食小吃，每个
摊位前都是人头攒动，老板们忙得不亦乐乎。“龙舟文化节有得玩
有得看有得吃，这个端午节过得很巴适。”现场游客感叹道。

在农特文创产品展示展销区域，酸竹笋、塘河荔枝等近百种极
具江津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和文创产品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

据了解，端午假期期间，到塘河旅游的人群以四川和重庆本地
游客为主，出游方式以家庭组团居多，游客量超过6万人次。塘河
镇当地的餐馆、民宿、酒店也享受到了“龙舟经济”的红利。“在线上
民宿平台，看到我发布的房源观看龙舟比赛角度最佳，提前1个月
就有人打电话来预订了。”塘河本地民宿老板陶平介绍，6月8日至
6月10日期间，其民宿的9间客房一直保持满房状态，每天还有几
十位客人来询问是否还有空房。

端午假期期间，塘河的餐饮市场也一片红火。滚子坪“生态鱼”
作为塘河特色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探店打卡。“我是第一次品尝
到这种肉质和口感的鱼肉，Q弹嫩滑像果冻一样，一点腥味也没有，
配上酸笋、酸菜调味就更鲜美了，真的很有特色。”来自四川泸州的李
先生这样评价。据餐饮店老板透露，仅6月8日当天便已售出400多
斤鲜鱼，“生态鱼”供不应求。

此外，受“龙舟经济”的影响，塘河所有临街商铺的营业时间都
作出调整，甚至到凌晨2点依然有店铺在经营。

江津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龙舟比赛期间，在本地消费叠加
旅游客群的影响下，塘河辖区内酒店、民宿的入住旅客数较平日增
长了60%，营业额也增长了70%；古镇街区的餐饮业经营户日均
营收则比平常高出80%以上，整体营收同比上涨约10%；龙舟文
化节期间，附近餐饮门店客流量上涨80%，翻台率增长2倍。

事实上，端午节前，“龙舟经济”就已经悄然热了起来。
6月5日上午，首届长江三峡龙舟邀请赛在忠县磨子湖举行，

来自四川、陕西、湖北、重庆的12支代表队参加比赛。数据显示，
在此期间和端午假期期间，忠县餐饮、住宿等产业的营业额均实现
了显著增长。其中，与端午文化相关的特色餐饮和住宿产品备受
游客青睐，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

“这两天入住率比平时提高了三成以上，几天前客房就被预订
一空。”忠县陶然酒店负责人陶世琼告诉记者，客源主要来自重庆
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县，以及邻近的四川、湖北、陕西等地。

“这两天店里的位置都坐不下了，还在店外临时增加几张桌
子。”忠县“老板娘坐东”家常菜馆老板张玲余开心地说，“特别是晚
餐的时候，人多得简直像过春节一样。”

点亮“龙舟经济”
传统端午民俗引热潮三条检察建议“激活”三地文化遗产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张莎

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帮文物扫除周遭障碍，令文物重现往日风貌，我市检
察机关致力于文物保护，在公益诉讼领域不断探索，共同守住历史记忆。

不久前的庙会节，是合川区龙多山文
物保护工程竣工以来首次举办的大规模
庆祝活动，迎来合川、潼南、四川武胜等周
边地区近万名游客。

龙多山位于合川区龙凤镇，拥有“巴
蜀文化名山”的美誉。山上现存自唐代以
来的摩崖造像94龛、1800余尊，唐宋以
来各类题记92方，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
位。

2020年年初，合川区检察院接到群
众举报称，龙多山文物保护区内有“危
房”，检察官随即前往龙多山开展现场勘
查。

“群众口中的‘危房’是东崖的一处违
章建筑。”检察官介绍，该建筑占地140平

方米，经常用于从事营利性活动。除此之
外，检察官还发现摩崖石刻因年代久远，
部分造像、题刻出现风化、空鼓、起甲等病
害，摩崖石刻处于危崖垮塌和人为破坏的
双重危险之中。

2020年7月，合川区检察院向区文化
旅游委、龙凤镇发出检察建议，协力拆除
违章建筑，同时做好摩崖石刻造像主体修
缮、保养工作。此外，三方还签订了《加强
龙多山摩崖石刻造像保护合作的协议》，
为全方位、长效性保护提供制度基础。

在检察建议的推动下，相关单位申报
了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本体保护工程
和危岩治理工程专项资金1300余万元，
邀请大足石刻造像研究院专家到现场指

导，制定科学整治修复方案，并于2020年
11月进入正式施工阶段。

2024年上半年，在该院的持续跟进
监督下，龙多山文物保护工程正式竣工。

修复后的龙多山迎来近万名观光游客，众
人沿着登山步道共赴庙会，登高望远，这
座巴蜀文化名山已经成为所在镇村文旅
融合、历史赓续的重要阵地。

合川 持续跟进监督持续跟进监督，，巴蜀文化名山重放异彩巴蜀文化名山重放异彩

大足区境内石窟石刻众多，被誉为
“石刻之乡”。文物分布广泛、保护层级不
同、责任部门复杂，如何解决文物保护线
索发现难、文物安全信息不对称等难题？
大足区检察院运用大数据赋能提升文物
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2023年年底，大足区检察院与大足
石刻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建设的“重点文
物电子巡查保护平台”在重庆市检察院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保护工作站投入
运行。该平台目前已涵盖辖区53处重
要石窟石刻文保单位，包含基本状况、历
史演变、安防措施、责任单位等关键信
息。依托平台，文化遗产检察官可通过
远程监控、截取图片、下载视频、联系文

保人员等操作，实时了解文物保护情况，
发现文物安全隐患。

“造像前方怎么有垃圾？”近日，文化遗
产检察官万灵登录平台，开展文物“线上巡
查”时，中敖镇卫平村摩崖造像的异常情况
引起了他的注意。经查，此处还存在文物责
任公示牌信息更新滞后、保护建筑存在破损
漏水等问题，加剧了文物的安全隐患。

大足区检察院决定立案调查，并向当
地镇政府送达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
后，镇政府迅速完善了文物保护标识，安
排义务文保员增加文物巡查频次，规范群
众行为活动，及时制止损伤文物本体的不
文明行为，并委托大足石刻研究院制定文
物保护建筑修缮方案。目前，相关修缮工

作正有序进行中，预计于明年初完成。
据了解，依托“数字平台”这个“千里

眼”，大足区检察院已探索出文物司法保
护“数据支持+个案监督+综合治理”新模

式，即在巡查平台大数据库中挖掘监督线
索，按照文物保护的轻重缓急程度及时跟
进公益诉讼监督，联动相关部门实现对文
物的及时高质守护。

大足 打造数字平台打造数字平台，，让文物保护有了让文物保护有了““千里眼千里眼””

大足区检
察院文化遗产
检察官与大足
石刻研究院工
作人员运用电
子巡查平台远
程查看文物情
况。

（大足区
检察院供图）

铜梁区检
察院公益诉讼
干警在安居古
城对游客进行
法治宣传。

（铜梁区
检察院供图）

合川区检
察院公益诉讼
干警对龙多山
摩崖石刻文物
保护情况进行
回访。

（合川区
检察院供图）

工作人员
使用 ATP 检测
技术对文物实
施霉变程度现
场检测。
（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供图）

（上接1版）
“这款紫水晶吊坠是我们店里卖得最好的单品。”柜台前，皓龙

集团西南大区总监向前正在向顾客推介商品。一枚枚紫水晶雕琢
的饰品晶莹剔透，售价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皓龙集团与解放碑结缘，还得从5年前说起。2019年，乌拉
圭驻重庆总领事馆开馆，经领事馆推介，皓龙集团创始人、在义乌
从事外贸生意的乌拉圭人胡安到重庆考察，有了进驻解放碑开拓
西南市场的想法。

但经过几轮接洽，这个计划最终搁浅。“原因有二。”跟随胡安打
拼多年的向前回忆道：“一来，当时解放碑并没有专门针对进口商品
设置的展销平台，这让我们不免担心终端市场的销售；二来，长三角
业务正在快速增长，集团总部人手有限，无暇兼顾两个市场。”

2022年，国消中心成立，胡安时隔三年再次来到解放碑考
察。这一次，他没有犹豫，当即在重庆注册子公司，并以乌拉圭国
别馆经营方的身份进驻国消中心。

“乌拉圭有着‘钻石之国’的美誉，我们将紫水晶、红酒等乌拉
圭优质产品销往重庆及周边城市，不仅拓展了西南市场，也希望借
此推广乌拉圭文化，促进中乌友谊。”向前说。

今年，皓龙集团联合国消中心举办了多场展销活动，包括红酒
品鉴会、牛扒狂欢节等，得到乌拉圭驻重庆总领事馆的支持，让众
多乌拉圭特色商品走进大众视野。

WFC环球金融中心管理部负责人高瑜说，以国消中心为载
体，他们依托渝中区境内14家驻渝总领事馆的资源优势，深化与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经贸往来，在互惠互利的同时，也增进了各
地之间的人文交流。

拥抱开放的新商机

经营东斯拉夫民族馆的马鑫，是首批进驻国消中心的外贸商
家，“我们从白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糖果等商品，现在门店每天销售
额近2万元。”记者看到，店铺展柜里，摆放着20多种零食，除了为
零售商提供批发货源，他们也面向终端消费者。

进驻国消中心之前，马鑫一直在成都青白江从事进口食品贸
易。2022年，WFC到成都招商，重点推介了国消中心的规划情
况。“对川渝人来说，解放碑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当时又恰逢公司准
备拓展市场，我们便过来了。”马鑫说，从白俄罗斯到内陆，商品主
要通过中欧班列（渝新欧）运输。

场馆刚开业时，订单数量较少，跨境运输又时常会遇到不能满
载的情况。物流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将他们的货物与其他散货一
起拼柜运输，不仅货物杂乱容易造成挤压，而且每批散货到达时间
也不同，有时等待装柜就要耗费两三天。

“得知我们的困难后，渝中区相关部门当即就展开调查和对接
工作，为我们寻找能一起拼柜的本地企业。”马鑫说。

然而，这样的企业并不好找，需要考虑载重、地理等因素。几经
周折，他们在高新区找到一家同样从事白俄罗斯进口贸易的公司，
双方商定同时进货、分摊运费，不仅降低了成本，也节省了物流时间。

今年，渝中区商务委联合重庆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搭建了成渝
涉外商会联盟，进一步链接有效资源，为涉外企业提供交流合作、
政策咨询等功能。

这让马鑫看到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主动加入商会联盟，并与
解放碑一家高端超市建立长期合作，分销从白俄罗斯进口的巧克
力、糖果等特色商品。本月，他们还准备前往白俄罗斯，开辟新的
产品品类，进一步做大东斯拉夫民族馆。

目前，依托已建成的陆海新通道国际消费中心、一带一路（重
庆）经贸文化交流中心等进口商品线下展销中心，渝中区赋予商家
保税展销、跨境电商、离境退税等政策，展销各个国家和地区优质
特色商品，积极构建“进口精品超市（商场）+国别主题馆（进口商
品城）+跨境线上平台”的“世界超市”消费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