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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快报

杨浦区公益电影流动放映排片表（8月）

注：以上信息由区文化局提供，未注明放映时间的皆为19：00放映。因
天气等原因，实际放映有变动的可能，以当天排片为准。

近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外国专家局组织，上海国
际人才交流协会驻英国伦敦联络
处承办的“2018英、美、加名校中国
留学人员上海职业见面会”举行。
来自8所世界名校的700余名博士、
硕士和学士与在沪国有大中型企、
事业单位和跨国公司等进行了对
接交流。

见面会吸引了来自剑桥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和多伦多大学的 700 余名学
生前来，专业主要涉及会计、金融、
机械工程、管理、电子和电器工程
等。本市共有 31 家国有大中型企
事业单位和 30 家跨国公司参加，
主要包括中国商飞公司、上汽集
团、上海电气、普华永道、巴斯夫、
彭博等。

为大力引进海外人才特别是
海外高层次人才，让他们“来得
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本
市紧紧围绕“五个中心”建设，努
力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
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世界知
名大学的中国留学人员来沪创新
创业。自 2009 年起，本市已连续
10 年举办“英美名校中国留学人
员上海职业见面会”，旨在把海外
名校的留学人员积极吸引到上
海，为用人单位提供不出国门、选
择优秀人才的平台，已吸引 4700
余名中国留学人员与用人单位交
流对接。

目前，来沪工作、创业的留学
人员已超过15万人，创办企业5000
余家，注册资金超过 7.8 亿美元。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上海共为
6516名留学人员办理落户（含2017
年已审批但未办理落户的人员），
同比增加 69.9%，其中毕业于世界
综合排名前 200 名院校的约占七
成，呈现出“年龄优、层次高、市场
认可”的特点。

浩荡的长江从青藏高原奔流而
下，在注入东海前放缓了脚步。淤积
的泥沙，除了造就崇明这样的世界级
生态岛，还有崇明东滩、九段沙、南汇
边滩等一片片湿地。夏秋之际走访
这些湿地，满眼芦苇青青、耳边鸟鸣
啾啾，原始生态以最自然的方式肆意
美丽。它们既是大上海生态健康的
守护者，也是整条长江绿色发展的观
察哨。

生态好不好，看鸟的翅
膀往哪飞

远处的天空中，两大群斑尾塍鹬
来回飞翔。近处的芦苇荡里，黑嘴
鸥、须浮鸥忙着筑巢。此时的崇明东
滩湿地一片生机盎然。

“现在还不是观鸟旺季，但两群
候鸟的数量估测已超过1000只。”资
深野生动物摄影师张斌说。总面积
近 242 平方公里的东滩湿地，是东
亚－澳大利西亚涉禽迁徙网络的重
要节点。像斑尾塍鹬这样的候鸟，在
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之间往返飞
行。漫漫两万多公里行程，中间必须
在东滩歇脚休整。

“生态环境好不好，就要看鸟的
翅膀往哪里飞、鱼的尾巴往哪儿游。”
这是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条标
准。为了给鸟类栖息创造良好环境，
总投资逾11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
目 2013 年正式启动，预计在 2018 年
底全部完成。专家评价，这是一项开
创性的工作，为国内外湿地生态修复
提供了样本。

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党支部书记沈帅说，在干部群众的
共同努力下，以小天鹅为代表的珍稀
鸟类数量在东滩明显回升。原本只
是过境的黑嘴鸥，现在开始在东滩繁
殖。据监测数据推算，每年在保护区
栖息或过境的候鸟数量达百万只次。

要搞工程建设，先做好
生态安置

从浦东国际机场附近的三甲港
登船，约45分钟后，一线绿色紧贴江
面出现在眼前，这里是上海九段沙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上世纪五十年代才露出水面的
九段沙，是长江口南支河段最年轻的

“处女地”。它和崇明东滩一起，就像

是上海的“左右肾”，守护着城市的生
态健康。

说起九段沙的成陆历程，和一项
重大工程有密切关系。华东师范大
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丁平
兴教授回忆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上
海决定建设浦东国际机场。根据多
年对长江口发育模式的研究，华东师
范大学的陈吉余院士向上海市政府
建议利用沿海滩涂建造机场。这一
建议直接导致机场东移640米，少征
熟地7488亩，节省投资3.6亿元，还给
未来发展预留了空间。

机场占了滩涂，就必须给候鸟寻
找新的栖息地。在机场指挥部支持
下，华东师范大学运用生态工程原
理，在距离机场十多公里的九段沙实
施种青促淤引鸟工程。工程开展的
第一年，九段沙滩面就淤高35厘米，
候鸟种数增加24%，实现了大型建设
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河口开展工程建设，必须根
据生态环境评估，同步或提前进行必
要的生态安置，补偿因工程建设破坏
的生态服务功能。”丁平兴说。比如，
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每年产生

大量的疏浚泥沙。如果将这些疏浚
土资源用于滩涂湿地的修复与构建，
将弥补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自然湿地
损失。

抓住崇明生态岛建设契机
青草沙，一个听起来就感觉无比

纯净的名字，是上海目前水质最好、
供水量最大的原水水源地，也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江心水库。站在长兴岛
上看过去，携带泥沙的长江水经过湿
地净化和水库沉淀，褪去黄色变成一
汪碧水，供应广大上海市民。

“上海是一个水质型缺水城市。
我们非常关注长江全流域的生态保
护，因为这直接关系长江来水的水
质。”上海市供水管理处副处长张立
尖说。

和青草沙一样，长江口滩涂湿地
的发育也和全流域的保护发展情况
息息相关。包括滩涂湿地在内的长
江口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一个重要
契机，那就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丁平兴说，希望借助生态岛建设
的契机，在崇明建设世界级的研究机
构，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芦苇青青 鸟鸣啾啾
——长江入海口湿地保护见闻

2018年国家冰壶集训队预选赛
近日在北京举行，上海青年冰壶队
共 10 名运动员参加男、女以及混双
项目比赛。其中，由瞿航、郑欢家、
于之皓、李冠男四名队员组成的上
海青年冰壶男队脱颖而出，赢得预
选赛男子组冠军，获得参加国家冰
壶队选拔的资格。这四位平均年龄
不到 20 岁的上海大男孩，最终获得
青年组第二名，成功入选国家冰壶
青年预备队。

从“0”到“1”用了五年
成立仅五年的上海青年冰壶队

在选拔赛中一鸣惊人。国家队举行
选拔赛是一种创新。中国冰壶协会
首次面向全社会选拔人才，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来自全国 49 支队伍参
赛，除国内冰壶传统强队吉林和黑
龙江队外，还有上海队、高校代表
队、俱乐部队等“新面孔”。其中，上
海队是绝对的新生力量：四名选手
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17岁，平均
年龄最小。

除了年龄，上海冰壶运动本身
也很年轻。2013年7月，上海市体育
局组建第一支由8男8女组成的冰壶
队。和东北三省少体校培养人才的
模式不同，上海队选手在校园中成
长，在专业场地训练。经过五年卧
薪尝胆，全新模式打造的上海青年
队去年夺得全国青年比赛第四、成
人比赛第五的成绩，如今又成功获
得国家队选拔资格，初步打开局面。

入选国家青年预备队后，上海
队的四名小伙子将和国家队大部队
会合，今秋前往加拿大集训，参加当
地联赛。

上海小囡机灵又能吃苦
五年前组队时，上海冰壶队 16

名成员只是初中预备班的新生，为
什么选择连“上冰”都不会的孩子？
教练盛杰说，在加拿大和北欧等冰
雪强国，孩子们从六岁开始就上冰
练冰壶；而在中国东北，开始练习的
年龄往往在 16 岁左右。“年纪小一
点，目标远一点。”盛杰说：“我们冰
壶水平与该项目强国差了有 20 年，
现在把培养提早五六年，应该能追
回一些差距。”

冰壶运动讲究技战术智慧和团
队配合，上海小囡的机灵劲就显示
出了优势。当然，南方孩子练壶同
样充满挑战：刚组队前三年，冰壶队
所在的徐汇区还没有像样的冰场，
孩子们就先在陆上训练。周末两
天，全队集体乘车前往松江大学城
的冰场训练。三年时间，风雨无
阻。盛杰说：“我们四个队员中，有
两个将要跨入高三，但徐汇区建成
位育体校冰场后，他们上完学之后
一周六次训练，孩子们从来不喊苦
叫累。”

“2022年北京冬奥会时，这几个
孩子 23 岁左右。我们希望，上海自
己培养的冰壶选手，能早日走上冬
奥会赛场。”盛杰说。

上海青年冰壶男队喜获佳绩

浙江省绍兴市、嘉兴市和开化县
等旅游目的地近日先后在上海举办
旅游推介活动，以江南文化为“纽
带”，深化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建设。
上海市旅游局也于近日前往浙江金
华、江苏无锡举办推广活动，向当地
市民推介2018年上海旅游节期间丰
富多彩的活动及景区优惠信息。

此外，上海市分别与绍兴市、开
化县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加强跨区
域旅游的资源共享与游客互送。

业内人士指出，长三角地区江
南文化特色鲜明，旅游资源互补性
强，居民旅游往来频繁，互为重要的
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区域旅游

合作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同时，长三角地区互联互通的

交通系统也有助于区域旅游客源的
高效对接。以绍兴为例，上海游客
一直是绍兴的主要客源，占三成以
上。上海与绍兴之间仅有一小时二
十分钟的高铁路程，不断完善的高
速交通也为自驾游提供了便利。

长三角区域旅游未来将在产业
共推、市场共建、环境共治、服务共
享等方面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进
行旅游线路、旅游产业整合，探索建
设全域旅游服务体系及区域行业标
准，深挖江南文化内涵，进一步推动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进程。

2018上海书展开幕
15万种图书汇聚成“海”

2018 上海书展 15 日开幕。在
接下来的一周内，500多家出版社、
15万种图书、1150多场阅读活动将
在上海书展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
和遍布全城的100个分会场汇书成

“海”，打造“悦”读之城。
65 岁的上海市民朱阿姨一大

早就和老伴带着外孙女来书展
“淘”书。“我们年年来，只记得第一
次来的时候外孙女还在读小学，今
年9月开学她都要读高一了。”朱阿
姨笑盈盈地说。

在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设
立的“童书屋”展区内，年轻的妈妈
严女士正和7岁的小女儿在一个不
到2平方米的“迷你”童书快闪店里
体验别样的购书体验。“回答几个
简单的问题，然后系统为我们选出
一组童书，孩子自己选了一本《飞
鸟集》，扫码付款就可以了，前后也
就 2、3 分钟的时间，非常棒的购书
体验。”严女士说。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展台前，
20岁的大学生小孙正在翻阅《马克
思的20 个瞬间》。“这本书很有趣，
它选取了马克思一生中的 20 个经
典‘瞬间’，刻画了他在某个特定时
间点所经历和思考的事务。让我
觉得，马克思不仅仅是那个高高在
上的伟人，也有平易近人、接地气
的一面。”小孙说。

“读书说到底是一件孤单的
事情，当你发现有人也在读你喜
欢的书，会有一种‘吾道不孤’的
欣欣然。很多作者也如此，在书
展遇见‘懂得’自己的读者，因此
喜欢上海书展。”在上海新闻出版
局局长徐炯眼中，优秀的、真诚
的、可爱的读者，是上海书展的最
大财富。

15万“海归”在沪工作创业

长三角深化旅游一体化建设

放映日期
8月20日9:00
8月20日9:00
8月20日14:00
8月20日13:30
8月21日9:00
8月21日9:00
8月21日14:00
8月21日19:00
8月22日9:00
8月22日14:00
8月22日13:45
8月22日19:00
8月22日19:00
8月22日19:00
8月23日9:00
8月23日9:00
8月23日14:30
8月23日19:00
8月23日19:00
8月23日19:00
8月24日9:00
8月24日9:00、14:00
8月24日14:15
8月24日14:30
8月24日19:00

放映地点
凤城二村19号
延吉东路5弄12号
大桥文化中心
国秀路700号
控江凤三（2）居委
鞍山四村35号
密云路446号
控江路980弄广场
阜新路169弄
殷行文化活动中心
控江路645弄
政和路1011号
创智天地下沉式广场
安图新村38号
飞虹路600弄
控江街道双阳1039弄多代园
五角场镇长海居委
鞍山八村24号
五角场镇浣三小花园
控江街道凤三（1）小花园
凤城二村19号
怀德路399号
新江湾城东森涵碧
国顺路389弄10号
国定东路安波路创智汇

影片名称
满州虎行动
寻梦环游记

降魔传
喵星人
密战

冰雪女王3
海洋奇缘

羞羞的铁拳
辣警霸王花
黑猫鲁道夫

追龙
蓝精灵3

愤怒的小鸟
帕丁顿熊2、红海行动

黑猫鲁道夫
寻梦环游记
捉妖记2
神偷奶爸
红海行动

大雄的日本诞生
偷拍的录像

蓝精灵3、非凡任务
寻梦环游记
赛车总动员3
羞羞的铁拳

2018.08.18 星期六｜ 责任编辑：张辰霏 视觉编辑：孙诗佳

第5版时报周末·文化

据新华社 第六届上海国际芭蕾
舞比赛近日揭晓奖项。评委会宣布，
比赛首次设立的 5 万美元大奖在本
届空缺，成年组男女金奖各一名，归
属中国选手史越、敖定雯。

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诞生于
1995 年，自 2016 年起，实行两年一
届。今年比赛进入第六届，由来自丹
麦、中国、美国、南非、俄罗斯等国的
著名舞蹈家和专业人士组成评委会，
遴选出近百名舞者入围复赛，选手来
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进入决赛阶段，各国选手竞争更
加激烈。在选手年龄范围为19岁至
26岁的成年组，除男女金奖外，还决
出银奖三名、铜奖四名，奥地利女选
手普里斯卡·蔡塞尔、中国男选手王
占峰和常斯诺获银奖。

在选手年龄范围为15岁至18岁
的少年组，最终揭晓金奖一名，由中
国女选手李偲旖获得，中国女选手张
意坤、男选手李航和武岳获银奖。

在比赛特设的单项奖中，澳大利

亚选手阿伦·史密斯凭借出色的表现
力，获最佳表演奖（评委会特别奖）。
葡萄牙的迪亚娜·里贝罗·布兰当、中
国的韩泽元摘得现代舞表演奖。

本届比赛评委会主席、来自丹麦
的弗兰克·安德森评价说，比赛的氛
围友好而令人难忘，大家已对 2020
年的第七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充
满期待。

俄罗斯著名芭蕾艺术家、评委安
德里斯·利耶帕分析，尽管本届大赛
特设的5万美元大奖，还没有“遇到”
真正符合条件的选手，但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在下一届比赛中，这样的“大
奖级”选手有望脱颖而出。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芭蕾艺
术从“小众”走向大众，芭蕾爱好者不
断增加。统计显示，有逾190万人次
观看了本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的
网上直播。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
文频道也对闭幕演出及相关活动进
行了专题直播，受到观众欢迎。

■许晓青 任垚媞

据新华社 从经历“倒闭潮”到
“全面复苏”再到“华丽转身”，近年
来，实体书店在中国正发生着前所未
有的变化。变化背后，是传统零售业
向新型生活方式的转换。

当书店凭借“高颜值”成为“网红
店”，当文创产品和咖啡甜点代替书
籍成为“主角”，不少爱书人也感到忧
虑。书店的独立价值与核心竞争力
在哪里？未来书店，将何去何从？

让读者与图书再相逢
以方所、诚品书店、PageOne、西

西弗等为代表的民营书店，因颇具美
感的空间设计和新颖的陈列方式，吸
引各类顾客前去“打卡”。在日前北
京阅读季“品阅书香·名家面对面”系
列活动上，业内专家表示，书店仅仅
靠“颜值”吸引顾客是不够的，书店的
核心功能是让读者与图书再相逢。

选书师幅允孝认为，书的选择与
陈列是让人与书相逢、产生共鸣的关
键。将书籍串联成庞大而有价值的
信息网的同时，又能改变读者与图书
相遇的方式。

以木心的作品为例，它们不再被
放入中国当代作家的书架，而是与其
传记、相关研究甚至作者读过的书、
感兴趣的艺术品摆在一起……由此，
每个传记主角都能自成“王国”，读者
可以凭借兴趣点发现大片关联图书。

“现在大家很容易在网络上购买
自己感兴趣的书，理想的书店需要为
大家制造‘久别重逢’的未知与惊
喜。”幅允孝说，打破传统学科分类模
式，通过选书配书、重新摆放的再编
辑，不仅重新激活了书的价值，也自
然催化了书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

打造阅读与生活的博物馆
喝咖啡、看书、买手工艺品、逛展

览、听讲座，甚至看电影……无论是
为寻书，还是仅为打发时光，每一个人
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未来书
店已经被重新定义为“阅读与生活的
博物馆”，人们徜徉其间，流连忘返。

专家指出，相比线上书店便利的
买书方式和“点对点”的人书关系，实
体书店“在场”的体验感始终不可替
代。它们将以丰富的空间感受，成为
城市不可代替的文化地标，引领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据统计，2017年，言几又全国门
店累计举办文化活动 2000 余场，参
与人次突破百万；单向空间邀请大量
热点作家、文化名人进行座谈……

诚品书店总经理李介修说，“复
合生活空间”正是遵循图书多元特质
的结果。消费者不再为单一购书需
求走进书店，体验文化服务将成为最
主要的进店目的。

据了解，世界上已有部分国家和

地区正试图打造“有书店的街道”，即以
书店为核心店铺，把散步道规划其中，
增设多家专卖店的一种新型商业区。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蒋晞亮认为，未来书店将会成为
城市的文化消费入口和交流地，为消
费者提供更多元的文化产品。

图书和阅读仍是书店的灵魂
面对愈演愈烈的电商竞争和日

趋多元的文化需求，如何打造理想的
书店？业内正在积极探索创新发展
的答案。

阅见未来图书（北京）有限公司运
营总监孙谦认为，未来书店可能会呈
现出四种形态——第一种是超大型的
文化商业空间，如苏州诚品书店；第二
种是城市名片型的书店，如南京先锋
书店；第三种是社区书店，空间不大但
能够找准定位服务于社区阅读需求；
第四种是主题书店，如北京库布里克
书店等，在学术、艺术等垂直领域做出
尝试，吸引大批固定读者。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书店转型
发展过程中，图书和阅读仍是书店的
灵魂，要用“内涵”留住读者。

“好的书店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大家都在探索。”建投书局负责人张
权说，读书是心灵的旅程，希望未来
的书店不仅仅是驿站，更是旅途风景
的一部分。 ■史竞男 胡梦雪

“未来书店”要用“内涵”留住读者

据新华社 记者获悉，茅盾文学
院8月12日在茅盾故乡浙江省桐乡
市成立，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被聘
为首任院长。

茅盾文学院由中国作协所属中
华文学基金会与浙江省桐乡市人民
政府共同创建，旨在发扬茅盾关注时
代、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文学院将集合中国作家协会的优势
资源，邀请知名作家担任导师，采取
定期培训和师生结对子等形式开展

教学活动。
受聘担任茅盾文学院首任院长

的何建明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其
作品《部长与国家》《根本利益》《落
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那山，那
水》等均因敏锐反映社会变革中积
极讯号、问题隐忧，引发强烈社会
反响。何建明表示，希望自己在文学
创作的同时，用心发现、培养新生作
家，让茅盾文学院成为中国文学力量
的“孵化园”。 ■廖翊

据新华社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
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13届
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将于9月12日至
16日在武汉举办。42部青年导演新
作入围本届论坛影像展，其中不乏

《北方一片苍茫》《路过未来》《动物世
界》《风语咒》《大护法》等已在市场取
得良好口碑的作品。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介绍，
影像展是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的主体
活动之一，旨在发掘和培养富有潜力
的华语电影新人，提供作品展示和人
才成长的平台，自 5 月征片以来，收
到海内外华语电影数百部。

据介绍，42 部入围作品题材广
泛，类型多元。剧情长片中既有带艺
术探索性质的作品，如表现儿童世界
的《旺扎的雨靴》《西小河的夏天》、女
性视角的《柔情史》、关注底层青年的

《路过未来》、诗意梦境串联童年与成
年的《郊区的鸟》，也有带作者色彩的
类型商业片，如犯罪悬疑类型的《暴
雪将至》《暴裂无声》、动作冒险类型
的《动物世界》、科幻与青春类型融合
的《镜像人·明日青春》等。

动画片则包含了去年引起热议
的《大护法》和新近上映的《风语咒》
等，纪录片中有以家庭生活为背景探
讨生死的《四个春天》，也有细腻描摹
人物的《罗长姐》《红毛皇帝》等。

据介绍，组委会今年加强了国际
联系与合作，为入围的青年电影作品
提供海外展映机会。除影像展外，本
届论坛还将举办亚洲导演峰会、年度
青年导演峰会、“新时代青年电影的
创作与批评”“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
电影”等主题峰会、“新青年制造”项
目创投等活动。 ■白瀛

据新华社 8 月 14 日，《和而不
同——成都博物馆藏清代四川地区
木雕造像展》在成都博物馆揭幕，116
件展品呈现了古代木雕造像的工艺
之美。

木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
溯春秋，至秦汉而趋于成熟。随着佛
教传入，道教兴盛，木雕艺术逐渐与
宗教信仰结合，木雕造像由此出现。

清代的四川是中国木雕造像最
为流行的地区之一，本次展览通过展
出116件成都博物馆馆藏精品，全面

梳理了四川地区的传统木雕造像。
成都博物馆馆藏清代木雕造像中既
有佛教的观音与佛陀，也有道教的文
昌帝君、药王、财神等，还包括祖先
像，数量众多，内容丰富。

清代四川地区木雕造像用料简
单、雕工古拙，呈现出民间化、民俗化
的特点，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
但长久以来保护与研究较为薄弱。主
办方希望在展示传统木雕的艺术与
文化价值的同时，能唤起社会对四川
清代木雕造像的关注。 ■童芳

据新华社 据湖北省襄阳市水利
局消息，位于该市境内的长渠（又名
白起渠）成功申报为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这也是水系发达的湖北省首个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襄阳市水利局介绍，在加拿大萨
斯卡通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9
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于当地时间8月
13日晚公布了2018年（第五批）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中国的长渠与
都江堰、灵渠、姜席堰 4 个项目全部
申报成功。

长渠位于襄阳古城南部，西起南
漳县的谢家台村，东至宜城市的赤湖
入汉江，全长49.3公里。相传其前身
为战国大将白起所开渠道，至迟南宋

时期已形成相对完善的灌溉体系，是
古代“长藤结瓜”式灌溉工程的典型
代表，至今仍灌溉着南漳县和宜城市
30.3万亩良田。

专家介绍，长渠经过历代修缮，
现已发展成为以三道河大型水库为
主水源，15 座结瓜水库及 2671 口陂
塘为补充水源，各级干支渠道为脉络
的“大、中、小”相配套、“蓄、引、提”相
结合、“长藤结瓜”式农业灌溉系统。
工程拥有规模以上干渠1条、主要支
渠38条、闸门499座、渡槽39座、涵洞
518座、倒虹吸3座、滚水坝1座。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渠累计向南漳和
宜城两地提供农业和工业用水 140
余亿立方米，为灌区粮食丰收作出巨

大贡献。
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长渠，襄

阳市于 2016 年正式启动长渠申报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工作。该市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成
功申遗为契机，进一步深度挖掘这
一古老的灌溉工程的科学技术价
值、历史文化价值、科教景观价值，
进一步加强遗产保护和景区开发
利用，持续发挥长渠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国际灌溉
排水委员会从2014年开始评选的世
界遗产项目，旨在更好地传承和利用
仍在发挥作用的古代灌溉工程，保护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侯文坤

8月12日，“2018顶尖舞者巡回课堂”在上海推出“公益课堂”，向社会公众免费提供现场教学实践课。80多名“秒
抢”到上课名额的舞蹈爱好者，在公益课堂上向优秀芭蕾舞演员学习芭蕾舞基础动作，体会芭蕾艺术的独特魅力。图
为1岁的温郑汐（前）跟随妈妈前来接受芭蕾舞艺术熏陶。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第六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揭晓奖项

大奖宣告空缺

茅盾文学院成立

第13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9月举办

42部新人新作将亮相

成都清代木雕造像展——

呈现古代工艺之美

2018年（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

中国长渠申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