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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高考临近，因为学业
负担及压力而产生的焦虑，成为一些
考生及家长的困扰。对此，受访专家
提醒考生及家长正确认识、对待“考
前焦虑”和“考中焦虑”，调整心态，自
信迎考。

“许多人在重大考试前，或多或
少都会有焦虑出现，但并不是所有的
焦虑都不利于考试发挥，适度的紧张
和兴奋能激发学生挖掘出更多潜
力。”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梁琪说。

长期从事中学生心理辅导的梁
琪告诉记者，如果“考前焦虑”导致了

一些比较严重的生理症状，比如失
眠、心跳加速等，就需要进行自我调
整，建议考生们通过跑步、散步等方
式进行生理上的放松；通过和父母、
朋友聊天等方式进行心理情绪的释
放等。

“要避免产生‘反弹效应’，也
就是说，越关注不好的事情，越容
易将不好的情绪放大，进而陷入情
绪 困 扰 中 ，加 剧 这 种 焦 虑 和 浮
躁。”梁琪建议，考生和家长都要
给出积极的心理暗示。面对步入
考场之后的紧张情绪，她还提供了
一个小诀窍：“建议孩子们随身带
一瓶水，人在紧张和焦虑的时候容

易喉头发紧，然后越发心慌，这个
时候，不妨拧开水瓶喝一小口水，
帮助喉头放松，也让自己慢慢平静
下来。”

如果考生在某一门考试中发
挥不尽如人意，家长应该怎么做？
梁琪建议，首先要允许和接纳孩子
的消极情绪，给予释放情绪的空
间，同时尽量给予积极信号。“有
些家长喜欢跟孩子说‘没关系，你
考什么样我都能接受’，虽然是善
意的，但并不建议这样做。处于考
试状态的孩子往往是很敏感的，不
能传递出‘我不相信你’这样的消
极暗示。” ■袁汝婷 姚羽

高考临近 正确对待“考试焦虑”

据新华社 近 7 成急救事件发生
在家庭中，婴幼儿和老人是最易发生
意外事故的群体。多位急救专家对
记者表示，婴幼儿急救的“黄金时间”
只有数分钟，建议每个家庭至少有1
到 2 名照料人学会一些必要的家庭
急救技能，关键时刻就是救命知识。

为了唤起全社会对家庭急救的
重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文化
发展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
究所、北京急救中心等日前联合在京
倡导“爱心呵护，救在身边”，以家庭
马拉松跑、现场演示等多种形式向公
众普及婴幼儿照护、常见急症救助等
知识。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张文中说，烫

伤和气道异物是婴幼儿最常在家中
发生的险情，特别是后者，一旦婴幼
儿出现严重呼吸困难时，平均 15 分
钟的急救时间还是不够的，照护人
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处置非常
关键。

北 京 急 救 中 心 专 家 贾 大 成
说，对于 1 岁以内的婴儿，抢救者
应一手固定下颌部，面部朝下、使
孩子趴在 抢救者前臂、头低臀高；
另一手掌根部连续叩击肩胛间区 5
次，再将婴儿翻转成面部朝上、头
低臀高位，检查口腔内有无异物，
如无异物，立即把患儿身体翻转
为仰卧位，头低臀高，用食、中指连
续冲击两乳头连线正下方 5 次。两

种方法如此反复交替进行，直至异
物排出。

对于 1 到 3 岁的幼儿，抢救者还
可以坐在椅子上或单腿跪在地上，把
儿童腹部放在抢救者大腿上，头部放
低，臀部抬高，连续用手掌根部拍打
患儿的两肩胛骨之间。如果患儿意
识丧失，每拍背 5 次，检查一次异物
是否排出。

针对幼儿烫伤，贾大成建议，无
论是开水、热油、蒸汽的烫伤处理基
本是一样的，就是用流动凉水赶快
冲，用凉水浸泡20分钟左右，然后把
伤处用洁净的布覆盖再送医，千万不
可乱涂抹牙膏、酱油、碱面等所谓的

“偏方”。 ■屈婷

据新华社 日前，中国医师协会
皮肤科医师分会发起了“5·25 全国
护肤日”暨皮肤健康公众科普系列活
动，告诉你护肤也要有“科学范儿”！

皮肤科专家特别指出，每到夏
季，有关清洁和防晒的护肤误区总是
会让不少人“中招”。其实，只要了解
皮肤背后的一些科学知识，就能有效
预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
医师李利说，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
组织构成。表皮结构的最外层为角
质层，具有锁住水分和抵抗各种皮肤
表面病菌入侵的作用。作为皮肤屏
障，它一旦被破坏，皮肤就会干、红、
痒、易过敏等，并加速老化。

不少专家指出，正是因为角质
层的特性，夏季过度清洁或频繁用
爽肤水、喷雾补水都不科学。过度

清洁会破坏角质层，导致皮肤薄红、
血管扩张、逆光疹等，陷入“遮盖-
清洗”的恶性循环。而爽肤水、喷雾
等虽能直接补充角质层的水分，但
很快会蒸发，过度使用还会存在冲
刷掉天然皮脂膜、导致皮肤干燥的
风险。

“ 很 多 皮 肤 病 人 是 中 老 年 男
性，因此男性也应该注意防晒。”昆
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黎教
授提醒说，无论男女都应一年四季
做好防晒。

今年护肤日的主题是“重视皮肤
屏障，科学护肤”。专家提示，保护皮
肤屏障应避免下述行为：不恰当地选
择及使用面膜湿敷、深层清洁、热水
洗脸、频繁去角质、忽视防晒、滥用护
肤品及化妆品等。一旦出现皮肤问
题，应及时去正规医院就诊。■屈婷

据新华社 说起中风，人们不陌
生，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风犹
如体内潜藏的一颗炸弹，而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可能诱发中风的
疾病等危险因素，随时可能将“炸
弹 引 爆 ”。 5 月 25 日 是 世 界 预 防
中风日。防控中风，我们还应做
点啥？

熬夜、快餐改不掉 年轻
白领也“高危”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由于脑部
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
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
的疾病，发病时常表现为失语、口角
歪斜、一侧肢体活动不利，严重者还
会神志不清、晕厥，救治不及时可能
导致瘫痪甚至死亡。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 2018》显
示，脑卒中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
的首位病因，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高和复发率高的特点。我
国 脑 卒 中 发 病 呈 年 轻 化 趋 势 。
2005-2016年期间，我国脑卒中发病
人群中年龄70岁以下的患者比例持
续增加。

“从大数据上看，脑卒中的发病
趋势是北方高于南方，农村高于城
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南区）副院长王锦权说，城市中年
轻人的发病率呈上升态势，这可能与
年轻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如熬夜、抽
烟、喝酒等因素相关。

2016年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柳
叶刀》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球
90.7%的脑卒中与高血压、糖尿病、
血脂异常、心脏疾病、吸烟、酒精摄
入、不健康饮食、腹型肥胖、体力活
动不足和心理因素 10 项可纠正的
危险因素相关。而对于我国人群，该
10 项危险因素可解释高达 94.3%的
脑卒中。

“这也充分说明，脑卒中是可以
预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医师毛之奇说，脑卒中一
级预防也是降低脑卒中发病率的根
本措施。

“知多行少”防不住 侥
幸心理要不得

为降低脑卒中发生率和死亡率，
原卫生部于 2011 年启动脑卒中筛
查与防治工程。通过开展全国大
范围的卒中筛查、编制中国卒中急
救地图、普及防治关键适宜技术等举
措，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得到了一定
控制。

不过，专家表示，高危人群越来
越庞大，是当前脑卒中防控的一大难
点。对此，目前仍缺乏主动管理和干
预手段。

“知晓率虽然提高了，但一些人
的行为依然处于高风险状态。”王锦
权在调研中发现，人们对于脑卒中高
危因素的知晓率超过80%，对卒中相
关症状的知晓率高达86%，但是六成
受访者表示，自己一旦出现脑卒中
症状，第一时间不是拨打 120，而是
通知其他家人。此外，为了防止脑
卒中而戒烟、戒酒、改变熬夜习惯的
人也很少。

一些患者还存在侥幸心理。王
锦权说，有的患者在出现脑大血管阻
塞前常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即有轻
微卒中，虽未能及时治疗，但也可自
愈；因此，再出现同样症状时，他们误
以为还可以自愈，观察、等待时耽误
了有效救治时间。

专家表示，尽管临床救治技术先
进，但延误病情后再实施治疗，效果
很差。因此，这几年脑卒中出现了死
亡率下降、致残率上升的趋势。因不
注重预防中风而致残，给患者带来本
不必要的身心痛苦和较长的康复调
整过程；而脑卒中患者一旦“瘫痪”在
床，不仅医疗救治费用高，而且后期
的康复、照料都将成为社会和家庭沉
重的负担。

织密卒中防治网 三级
预防不可少

预防脑卒中，关键在个人。毛之
奇说，预防中风发生，就要保持健康
生活方式，不要抽烟、酗酒、熬夜，饮
食清淡少盐，加强体育锻炼。在此基
础上，慢性病患者要将高血压、糖尿
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等疾病危险
因素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此外，要定
期进行一些特殊项目的体检，查查有
无颈动脉狭窄、颈动脉斑块、颅内血
管闭塞及血管炎症等可能诱发或加
重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除了加强一级预防，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以及功能康复锻炼等
二级和三级预防也至关重要。

近年来，我国卒中防治体系建设
进展较快，对于降低脑卒中发病率和
死亡率意义重大。根据《中国脑卒中
防治报告2018》，自2015年首批中国
高级卒中中心挂牌以来，各中心脑卒
中防治适宜技术取得了明显进步。
截至2018年5月，已有156家高级卒
中中心挂牌，86家正在建设中。

“卒中中心的建设对于推动脑卒
中防治适宜技术应用、培训相关人员
起到重要作用。”毛之奇说。

据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
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将从防控主要
致病因素出发，引领全国开展“30岁
以上人群知血压”行动和“溶栓、取栓
等脑卒中救治适宜技术普及”行动。

2019年，国家卫健委脑防委将完
善卒中中心建设体系，推动卒中专病
分级诊疗；推进医院急诊脑卒中绿色
通道建设，完善技术规范和操作流
程，开展“卒中急救地图”建设，加强
院前急救与医疗机构急诊的衔接，打
造区域“脑卒中黄金1小时救治圈”；
推动卒中健康管理师工作规范化开
展，提高我国疾病健康管理能力建
设，引导群众不断提高健康素养和自
我健康管理能力。■田晓航 鲍晓菁

据新华社 高血压是脑卒中和冠
心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被称为影
响人类健康的“无形杀手”。根据《中
国老年高血压管理指南2019》，我国
半数以上的老年人患有高血压，而在
80 岁及以上高龄人群中，高血压的
患病率接近90%。

专家表示，血压≥140/90 毫米
汞柱是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只要诊
断为高血压原则上都要降压，降压可
以减少未来发生脑卒中、心肌梗死、
心力衰竭等严重疾病的危险，降低死
亡率。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专
家认为，临床上多数相对健康的老
年人都可以安全地将血压维持在
目标范围内。不过，老年人由于常

存在单纯收缩压高、合并症多、容
易发生低血压等情况，降压需要缓
慢、谨慎。合并症多、比较衰弱的
老年人，可以先将血压目标定在<
150/90 毫米汞柱；如果能耐受，可
以进一步将目标血压定在<140/90
毫米汞柱。降压过程中密切观察，
以 不 引 起 缺 血 症 状 或 不 适 为 原
则。老年高血压患者舒张压不宜
低于 60 毫米汞柱。

对于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来
说，血压并非越低越好。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
安全所施小明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
显示，高龄老人收缩压在 107 至 154
毫米汞柱范围内，具有较低的死亡
风险。 ■田晓航 王秉阳

夏季护肤要有“科学范儿”

老年人降压需缓慢谨慎

预防中风还应做点啥？

家有幼儿家庭急救知识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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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原创沪剧《敦煌女儿》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上演。该剧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北大毕业的上海姑娘樊锦诗到敦
煌莫高窟工作的故事，是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参评剧目。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据新华社 国家话剧院话剧《三
湾，那一夜》29日起在国话剧场再次
演出。该剧通过“三湾改编”这一建
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展现了毛
泽东的政治远见，阐释了“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党和
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思想法宝。

在编剧王宝社看来，1927年9月
29 日至 30 日的“那一夜”，是惊险却
又伟大的。10年前，王宝社跟随八路

军出身的父亲第一次去江西永新县
三湾村参观时就被“三湾改编”的艰
难历程所震撼。“我写这个戏也是带
着对前辈的敬仰、对现今的思考。三
湾，那一夜，对于历史、现在与未来，
都是一个说不尽的伟大夜晚。”

导演殷弘毅说，《三湾，那一夜》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演出意义
非凡。“在革命的关键转折点上发生
过的故事，会提醒我们：胜利是怎么

来的？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相信观众会联
系现实，得出自己的答案。”

舞美设计史军亮为该剧打造
出了一个接近泥土质感的舞台空
间，从上世纪 20 年代的生活状态中
提炼出柴堆、农具、门楼等要素，同
时利用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手法，突
显时代特征，把观众带回到三湾那
一夜。 ■白瀛

据新华社 金碧辉煌的里约热内
卢市立剧院 25 日晚座无虚席，中国
中央芭蕾舞团（中芭）带来的融合了
京剧等中国传统元素的芭蕾舞剧《大
红灯笼高高挂》在这里上演，赢得巴
西观众的热烈掌声。

“我喜欢演员充满力量、具有表
现力的表演，故事有戏剧性又展现了
中国的历史，真的太精彩了！”公司职
员玛丽莎在演出结束后激动地对新
华社记者说。

历史教师卡米拉曾经看过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因此对这部舞剧
内容理解起来完全没有困难。她告诉
记者，虽然不少巴西观众没有看过这
部电影，但也能够明白整个故事，很高
兴中国人用芭蕾讲述了一段历史。“整

个演出的色彩非常亮眼，给我特别突
出的印象，我很喜欢”。

巴西电力公司高管热拉尔多之
前在中国京剧团来里约表演时观看
过演出，看到当天芭蕾舞表演中也融
入了京剧唱段，让他非常惊讶。热拉
尔多说：“当年看京剧时还觉得不太
好理解，但今天看到京剧融入了源自
西方的芭蕾舞却也很自然。”

巴西最大电视台环球台对芭蕾
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当地的演
出进行了专门报道，评价该剧“用精
确高超的舞蹈技巧表现了东方传统
文化”。

巴西观众的热情也给演出团体
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央芭蕾舞团演
出部主任蒋山说：“我们从演出第一

天起就感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情，其
中一场为当地贫困学生进行的公益
演出结束后，观众高声欢呼，让演员
们特别激动。”

蒋山介绍说，中芭此次在巴西的
巡演自20日在首都巴西利亚庆祝中
巴建交 45 周年专场演出开始，随后
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库里蒂巴和
贝洛奥里藏特上演《大红灯笼高高
挂》和《天鹅湖》。

对于剧目的选择，蒋山说，《大红
灯笼高高挂》是中芭 2010 年第一次
来巴西巡演时的剧目之一，当时非常
受欢迎，巴西合作伙伴认为9年后这
部剧依然有广泛市场；而《天鹅湖》是
经典剧目，可以展示中芭古典芭蕾的
实力。 ■赵焱 陈威华

用西方芭蕾讲述东方故事
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震撼巴西观众

据新华社 为期 12 天的第 72 届
戛纳电影节日前在法国南部城市戛
纳落下帷幕，多部中国影片在电影节
不同单元展映，展现中国电影及电影
人的独特魅力。

入围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
国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虽未获奖，
但以其特有的镜头语言及美学风格得
到专业影评人和观众的认可。电影媒
体《因迪怀尔》评论说：“这部黑色电影
包含了足够的闪光点，足以证明导演
刁亦男是一位重要的电影人。”意大利
观众马尔科认为，这部影片风格看似
冷峻残酷，实则温暖感人，创造了一个
与众不同的美学世界，所讲述的故事
和表达的情感让人感动。

近年来，以贾樟柯、王小帅、刁亦
男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导演，带着具
有独特艺术价值和表达方式的中国影
片在多个国际级电影节上亮相，让越
来越多各国观众了解中国电影。在本
届戛纳电影节上，不仅有入围主竞赛
单元的《南方车站的聚会》，还有入围

“导演双周”单元、展现川剧艺人坚守
舞台的《活着唱着》以及入围“影评人
周”单元、将中国传统绘画与影像表现
相融合的《春江水暖》等中国影片。

同时，《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
等在中国取得好口碑与高票房的影
片也在戛纳进行了展映。在戛纳电
影节经典单元，还放映了中国影片

《盗马贼》和《护士日记》的 4K 修复
版。观看了《流浪地球》的法国观众
斯特凡妮·拉莫尔说：“这是一部精彩

的电影，这样优秀的中国影片值得让
更多人看到。”

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上，中国演员章
子怡还受邀与美国演员史泰龙、法国演
员阿兰·德隆和丹麦导演尼古拉斯·温
丁·雷弗恩组成大师班，与观众及专业
人士分享自己的电影生涯及感悟。

作为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及世
界重要的电影交流展示与交易平台，
戛纳电影节每年都能吸引众多专业
电影人士参与。中国也希望在戛纳
寻找电影产业合作的新机会。本届
电影节期间，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
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均在这里举办专
场推介。在戛纳电影节国际村中国
馆，还举行了多场中国电影制片人推
介会、导演论坛等活动。

近几年，越来越多中国青年电影
人来到戛纳，在这里拓展国际视野，
与海外同行切磋交流。中国电影基
金会下设的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
金甄选的 6 名青年制片人今年带着
自己的作品来到戛纳进行推介。青
年制片人杨菲菲说：“我国对青年电
影人的培养和扶持机制越来越完善，
我们也更应该向世界呈现来自中国
的优秀电影作品。”

戛纳电影节电影市场总监热罗
姆·帕亚尔说：“中国是电影创作和电
影消费大国，其他国家与中国在电影
方面有很大的潜在合作空间，通过不
断深入的交流与相互学习，可以挖掘
出更多融合不同国家与文化特色的
电影合作项目。”■杨一苗 徐永春

据新华社 记者从正在此间召开
的首届中国旗袍文化节暨“盛京
1636”第三届沈阳国际旗袍文化节上
了解到，沈阳正在深入挖掘旗袍文化
内涵，传承推广盛京满绣非遗技术，
打造以旗袍文创产业为引领的新经
济增长点。

有关学者研究发现，公元 1636
年清朝定都沈阳后，旗袍开始成为后
妃等旗人法定服饰。为发掘旗袍文
化产业，2017年以来，沈阳连续举办
了三届旗袍文化节，通过整合多方资
源，营造旗袍文化氛围，搭建文创产
业交流互鉴平台。

记者采访了解到，首届中国旗袍
文化节期间，沈阳会同有关方面举行
30余项旗袍文创交流活动。年轻的
沈阳姑娘曲迪娜身着盛京满绣旗袍，
参与市民火炬接力。她说：“我喜欢
旗袍，希望旗袍文化能与时代同行。”
在红墙碧瓦的沈阳故宫内，除了气势
恢宏的“皇格格下嫁”“清太宗皇帝万
寿庆典”等传统礼仪表演，新增添的
中外模特旗袍秀融入多种文创艺术
元素，也吸引观众眼球，让文化包容
之美穿越时光隧道。

在沈阳，旗袍文创产业经济蓄势
壮大。盛京满绣非遗传承人杨晓桐

近年致力于满绣旗袍的传承发展，开
发出一系列走俏市场的创新产品，还
在沈阳等地推广建立了40多个刺绣
基地和绣娘扶贫车间，公益培训1500
余人，壮大满绣工艺从业队伍。

年交易额超过200亿元的沈阳五
爱市场服装城，在谋求商业模式创新
中，通过开展旗袍新品发布、旗袍展销
对接等活动，提升旗袍创意设计，壮大
旗袍服装及面料交易、生产规模。

“用旗袍之魂连接过去和未来，
用旗袍之美连接生活与艺术，让城市
更具历史文化味道。”沈阳文创界有
关人士说。 ■石庆伟

据新华社 云南考古人员正在对
一个距今2000多年的青铜时代早期
墓地开展考古发掘，目前已清理墓葬
550余座，出土随葬器物300余件。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 3 月，
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市文
物管理所、昭通市昭阳区博物馆、巧
家县文化馆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
队，在云南省巧家县境内，对位于金
沙江流域白鹤滩巨型水电站蓄水淹
没区内的古墓群进行抢救性清理发
掘工作。

此次考古发掘的墓地位于云南
省昭通市巧家县蒙姑镇蒙姑社区段
家坪子二组金沙江南岸二级台地，发
掘面积 6000 平方米，目前已发掘近
5000平方米，清理墓葬550多座。

据主持该项目的云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康利宏介绍，发掘

清理墓葬形制主要以石棺葬为主，兼
有少量竖穴土坑墓葬。目前已出土
随葬器物300余件，包括陶罐、陶杯、
陶壶等陶器及石刀、石镞等石器，还
有贝币、蚌壳及骨片饰品。

康利宏说，根据墓葬形制，结合
出土随葬器物，对比周邻区域的考古
材料，初步判断段家坪子墓地墓葬年
代为青铜时代早期，距今2000多年。

他介绍，因墓地位于金沙江河谷
地带，当地气候炎热、空气干燥，腐蚀
过程缓慢，该墓葬群中的陶器、贝币
等随葬品及人体骨骼保存比较完
整。另外，该古墓群规模较大，推测
是某个部落或某个族群的公共墓地。

考古人员计划到 6 月上旬完成
野外发掘工作，后续将对出土资料开
展多学科综合整理研究工作，最终形
成考古发掘报告。 ■姚兵

据新华社 历时近10年，沪郊金
山区率先完成了村志编纂全覆盖，区
内全部124个行政村实现了“一村一
志”。近日，金山村志集中首发，并将
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
上海通志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档
案藏书机构。

据金山区档案局负责人介绍，沪
郊金山有着 6000 多年的文明史，孕
育了朱泾、枫泾、张堰、亭林等历史名
镇。为了及时并完整地抢救、记录、
保留、传承村落历史，金山区于2010
年启动编修各村村志，让村志成为完
整记录乡村历史、记载新型城镇化历
程、留住乡音乡愁的重要载体。

村志不仅理清了村里的溯源沿革
和发展轨迹，还大量收录了反映农村
生产情况和生活趣事的民间谚语、婚
丧习俗、民间传说和历代人物。更重

要的是，金山区的124部村志正“活化”
在各村的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中。

山阳镇长兴村有个甸山，据村志
记载，原是上海最早的海盐县县治所
在地。虽然甸山现今在沧海桑田中
被湮没，但悠久的历史可以挖掘。村
委会正规划在甸山建一座文化公园，
彰显长兴村的文化底蕴。亭林镇油
车村原来有其名而不知其因，这次编
写村志时终于摸清了家底：原来在清
朝雍正年间，这里就有一家榨油坊。
到了民国初期，村里又有一家榨油
坊。它们的规模都很大，相传磨坊里
的大石磨要用8头牛来拉，河道里等
着装菜油的船要排上 100 多艘。现
今，村口又有了大石磨，成了油车村

“既古又新的标志”。金山各个村的
故事员还利用村志资源，编写民间故
事，以留住历史，传承文明。 ■李荣

打造旗袍文创产业新增长点

云南发掘一青铜时代古墓群

“一村一志”：留存乡音乡愁

《三湾，那一夜》再次上演

戛纳电影节上的中国光影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