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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钻酒店”混淆视听平台难辞其咎

通过OTA平台（即在线酒店、旅游、票务等预订系统平
台）预订酒店，已成为很多人的首选，但在OTA平台选的星
级酒店可能有猫儿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OTA平台
将非五星级酒店，标上“五钻酒店”“金钻酒店”等字眼，给人以
高品质的感觉，以此吸引消费者预订。但一些消费者预订了
所谓的“五钻酒店”之后，却很失望。

花了不少钱，以为自己定的是“五星级”酒店，到了
以后却发现是环境、服务等各方面都差强人意的“五钻
酒店”，让人跌破眼镜。平台罔顾标准，自设等级，与公
认的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评定的星级酒店相
混淆，且未提前告知消费者，有虚假宣传的嫌疑，实属
不该。相关部门应及时查处，规范市场，还消费者一个
公道。

“进入古镇，到处都是红柳烤肉、臭豆腐、大鱿鱼、奶茶、工
艺品铺子，招牌都差不多，建筑样式也大致相同……”据媒体
报道，今年暑期有很多旅客投诉景区过度商业化的问题，包括
景区内购物场所数量较多、经营秩序欠佳，商业街过长、广告
较多，影响景区旅游品质等。不少游客表示，在旅游一次过后
就再也不会来了。

不知从何时起，不少地方的景区开始变得同质
化，甚至成了“贵”“容易踩坑”的代名词，让人一提起
就直摇头。要知道，游客想体验的是不一样的美食
和当地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变相的购物场所或
千篇一律的景观。景区唯有深挖地方人文特色，不
追求规模或者变现，依照自身环境的独特性打造有
差异性的、别致的旅游场所，才能吸引游客，助力当
地经济的发展。

景区过度商业化流失的不仅是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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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躺平”才是
最美的“青春表情”

为拒绝身材焦虑的女装店点赞

近日，上海的朱女士在商场逛街时看到一家运动女装店
的模特极具冲击力，胳膊上的“拜拜肉”、腹部的小肚腩，一改
往常客观印象中模特的瘦削身材，非常壮硕。有网友表示“这
不就是我本人吗？”模特直观展示了衣服穿在大多数普通人身
上的样子，非常友好。

用更贴近普通女性正常身材的模特展示衣服的女
装店，意外获得了网友的好感，由此可见消费者对“以
瘦为美”这种单一审美的抗拒和反思。如果细心留意
会发现，女性的身材焦虑与一些时装品牌营销方式的
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如果更多商家不再一味宣传骨感
美，愿意使用体型各异的模特展现不同身材的女性，呼
吁一种更健康的美，可能不仅会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
睐，也能展现更多元的审美和更包容的社会。

妙手补书，用指尖守护文明瑰宝
古籍修复师宋晶：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 实习生 黄烯橦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的
工作室里贴着两张已基本修复完成的水陆
画，这是中国佛教协会委托修复的文物。
经过半年的细致修复、上墙绷平，33岁的
古籍修复师宋晶终于可以小心地用起子将
画像从墙上揭下，重新装裱。与初送来时
相比，画芯的无数道断纹均被修补复原，填
补的颜色与原作融为一体，画中佛像又恢
复了庄严肃穆的神态。

宋晶已不记得这是自己修复的第几件
作品，她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制定出最安全
可靠的方案，把下一件古籍修复如“旧”。

在理想之路上踏实奋进
远眺白塔，近邻北海公园太液池，坐落

于古都风貌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一草一木皆古色古香。

9月初的一天，顶着秋日烈阳，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来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推开老旧的扇门走进文津楼，扑面而来的
历史气息瞬间给人带来丝丝沁凉。推开工
作室高大的扇门时，木门撞击屋顶铜铃的
声音显得格外清脆。如果不是铜铃的提
醒，屋内的古籍修复师们全情投入工作时，
很难察觉到外来人员的进入。

研究生毕业后，宋晶考入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有5年时间，
参与修复的文物已达上百件，其中包括乾
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御笔。

前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以676分
的好成绩报考考古专业引发热议，很多人
对她的选择并不看好。但外人眼中的“冷
门”，对宋晶来说却是“心之所向”。

童年时期，宋晶就热衷于国内外各种
文博纪录片，对文物修复产生极大兴趣。
中学时，她便将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定为
人生理想。尽管当时老师对文物保护专业
了解并不多，但知晓她的坚定目标后，也鼓
励她勇敢追求。

从事文保需要化学专业做基础，本科
时，宋晶考入复旦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
她又通过考研被北京大学文物保护专业录
取，在理想之路上踏实奋进。

近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
给宋晶所学专业和所处行业注入不少热
度，但对她来说，理想的选择有时很简
单。“我身边就有很多‘钟芳蓉’，有的是高
考状元，有的有竞赛金牌，特别是我在学
校遇到的大部分人，都对文物保护有兴
趣、很热爱。”

真正投入工作后，宋晶发现，纪录片拍
摄的修复工作有滤镜，虽然画面唯美，却忽
略了漫长的修复过程。“如果如实拍摄修复

全过程，可能会劝退一些人。”但她坚信，
“因为热爱，就会接受所有挑战。”

“做梦也在修复古籍”
早上8点半，古籍修复师们便要到岗，

前期工作准备完毕后，修复工作一般从上
午十点开始，直到下午五点，最晚不超过六
点。“古籍馆是文物类单位，为了保证馆藏
文物的安全，不能随意加班，所以就要提高
工作效率。”宋晶解释。

由于有些修复步骤等不起，她必须提
前安排好周期进度。“糨糊不能放太久，颜
料当天调好当天用。如果一项工作计划难
度太大，可能需要在第二天完成的，就不能
安排在周五进行。”这是宋晶的经验之谈。

每一个修复项目开始前，宋晶和同事
们会评估被修文物。他们需要思考：哪些
问题能通过修复解决，哪些不行？怎样修
复可能会对文物安全产生威胁，哪里可以
舍弃修复？修复过程中，哪里需要用比较
复杂的手段，哪里需要简单的操作？

古籍修复往往过程繁杂、周期长，因
此并没有明确的“截稿”日期。有时遇到
碎得厉害的文物，修复进展就会非常缓
慢。“如果是拼拼图，上面有字有图，还能
顺着内容拼。但如果是很碎的碎片，就只
能依据纸张边缘的颜色或者断口来判断
它属于哪里。”

对宋晶来说，最怕看到的是，“有一些
书翻开之后会发现一页有好几十个虫洞，

那种就会补到崩溃。”有些虫洞甚至没有指
甲盖大，修复师需要撕一块纸补上去，还得
尽可能补整齐，到了晚上宋晶“做梦也在修
复古籍”。

早在几个月前，宋晶就接到了《永乐大
典》“湖”字册的任务，但迟迟还未动工，主
要难点在于原材料的仿造和装帧。

“大部分的《永乐大典》传下来时，原始
装帧都会有‘伤’。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很多
资料，如图片和文献，互相补充后进行判
断，再结合实物确定它到底是怎么装帧的，
然后才能按原始的装帧形式给它修回去。”
宋晶说。

幸运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古籍
修复也得到了新技术的加持。

古籍修复的首要目的是存得更久。原
始材料和修复材料相似度越高，二者的老
化速度越能保持一致，古籍的保存效果也
就越好。

以修复中的纤维分析为例，宋晶介绍，
古人只能凭借经验判断古籍用什么材料来
修复，“像我刚学修复时，老师会要求我们
徒手判断出一张纸的材质。”如今，纤维分
析靠显微镜等检测仪器就能完成，既精准
又省力。

不仅如此，检测仪器可以对纸的厚度、
白度以及绢的致密度等数据进行分析。“现
在，修复师可以根据数据检测结果仿制出
与原始文物相似度很高的纸张，相似度可
以达到90%甚至逼近100%。”

修复的古籍越多，宋晶越觉得“好玩
儿”。

修复中，宋晶有时会遇见“意外的惊
喜”。有这样一幅画作，湿润之后，她发现
画作的蓝色背景下隐约出现一些文字，大
致讲的是作者作画的目的，纸张干了以后，
笔迹就又隐藏了起来。这种能与古人隔空
交流的惊喜经常让她怦然心动。

为文物保护事业培养人才
工作室的梁柱上贴着一张合影，里面

的修复师们笑容满面。宋晶指着其中一位
老师笑称：“她一到工作时就像变了个人，
特别精益求精，调色时但凡有点色差都要
重来。”从业几年来，宋晶也染上了“强迫
症”，她总结道：“古籍修复师多少有点完美
主义。”

宋晶的工位旁有一只大碗，白色固体
状的糨糊沉在碗底，水则浮在上面。看到
记者好奇，她特意提醒：“千万不能搅，糨糊
凝固才能方便保存。”

调糨糊是古籍修复中的一门艺术。若
糨糊黏性太差，纸张就黏不住；若黏性太
强，纸张则容易皱起。

除了调糨糊，古籍修复的基本功还包
括裁纸、刷纸、装帧等，宋晶在学校里学过，
但需要在反复操作后才能达到熟能生巧。

“古籍修复对刷子的掌控要求很高，如
果刷纸时控制不好力道，纸可能会破；但如
果太轻，纸又黏不住。装帧也有很多不同
的形式，不知道怎么装，就谈不上怎么修。”
宋晶说，这些全都靠练。

第一年入行，宋晶的主要工作就是基
本功训练，并观察老师的工作习惯，比如老
师不会把水杯放在工作台上，工作时不会
穿高跟鞋，拿书永远用板托着走……“老师
不会认为这是需要教你的知识点，因为他
们已经形成习惯，但是这些职业习惯我们
要从零开始养成，让习惯成自然。”宋晶感
慨道。

古籍修复一般无法“撤销”，任何的重
来都会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古籍修
复中的每一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下
手，这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而一个成熟的
古籍修复师，从开始学到跟着师傅做，再到
独立主导修复项目，至少两三年起步。

悠久的中华文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
籍，其中大部分需要修复才能重见天日，有
些画卷年久失修便再难打开。由于人才缺
口大，很多老师傅退休后又被返聘回来，将
一生奉献给了文物保护事业。

深知人才培养的不易，宋晶也加入了
人才培养队伍，和前辈们一起走进校园开
展讲座、培训，并指导高校派来实践的学
生。她希望能感染更多的年轻人，在“冷
门”专业里找到一生的热爱。

揭开封正的纸，画芯背面呈现出宋晶为加固画芯裂缝和折痕所贴的无数道折条。周韵曦/摄

□ 樊树林

“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36岁，量子科学团队
平均年龄 35 岁，中国天眼 FAST 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 30
岁。希望同学们在国科大这片科学的沃土上，珍惜青春时光，
汲取科学营养，拒绝‘躺平’心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
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把握大势、抢占先机，潜心修学，
早日成才。”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2022级新生开学典礼上，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校
长李树深院士说的这段话在网上引发热议。

“躺平”指的是一种低欲望、不作为、不反抗的佛系生活态
度，面对各种压力拒绝努力、抵触竞争，以无所作为的方式消
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思想能够塑造命运，“躺平”会影
响到人眼界、高度、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

李树深院士在2022级新生开学典礼上，言辞恳切地告诫
学生们要珍惜青春时光，汲取科学营养，拒绝“躺平”心态等，
诚哉斯言！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桃花源”，每一个人心
中都有自己的“芳草地”，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只有勇敢
走出“舒适区”、勇蹚“深水区”、敢闯“无人区”，做到事事不甘
平庸、处处敢争一流，青春才能不被岁月所辜负，人生的光芒
才能璀璨夺目。

毋庸置疑，能走入中国科学院大学大门的绝大多数都是
“天之骄子”，但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大门就意味着之前所有
的一切“归零”。学生只有以科技报国为己任，涵养“博学笃
志”的价值追求，用奋斗的姿势、奋进的姿态去勾勒自己的人
生，才能去赢得人生的精彩，书写自己的出彩人生！

百余年前，五四先驱李大钊先生曾这样语重心长地勉
励青年：“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
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
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一个世纪的时光荏苒，
先生的话仍言犹在耳。是啊，靠什么征服通往梦想的火焰
山，靠什么安放如火的激情，靠什么点亮未来的星空？答案
只有一个，奋斗。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际遇，每一个时代都有
每一个时代的长征，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生出
彩乐章。毫无疑问，消极无为、不思进取的“躺平”心态，与
奋楫者先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与“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
时代节奏截然对立。设若用“躺平”自嘲调侃一下还好，但
若真的将“躺平”作为一种人生的姿态，那就是人生莫大的
悲哀。因为“躺平”注定不会“躺赢”，最终只能收获一个“庸
碌”的人生残局。

“拒绝躺平”才是最美的“青春表情”。“少年自有少年狂，
心似骄阳万丈光”，当今青年不仅要心中有光，更要蓬勃向上、
砥砺奋进，努力成为照亮时代的那束光！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景韵润 发自北京 中共中央宣传
部于9月19日举行“中国这十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
部副部长庄少勤介绍，我国森林
覆盖率增长到24.02%，沙化土地
重点治理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
春良指出，目前我国森林面积
34.60亿亩、居世界第五位，森林蓄
积量194.93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
位，人工林保存面积13.14亿亩、居
世界第一位，草地面积39.68亿亩、
居世界第二位，湿地面积8.50亿亩
左右、居世界第四位。他表示，“我
国的生态面貌和生态状况不断向
好，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动局面，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天
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

据介绍，近十年，中国为全球
贡献了四分之一的新增森林面积，
累计完成造林9.6亿亩，种草改良
1.65 亿亩，新增和修复湿地 1200
多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0.32%。“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得
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成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推
动者和引领者。”

李春良介绍，国家公园建设的成
果已成为十年林草工作的最大亮点，
也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最亮丽的名片。2015年以来，我
国陆续启动了10个国家公园试点，
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成效
显著，新的一批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在此过程中，积极推动
国家公园法律和政策体系建设，出台
了《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公
园设立指南》，发布实施了5项国家
标准和一系列行业标准。同时，统筹
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保
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让
原住居民在参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
自然教育、生态旅游服务等活动中得
到真真切切的实惠，不断增强原住居
民以及周边社区群众对国家公园的
认同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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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在黑暗中歌唱的人，
渴望用音乐追逐生命的微光。

“总有温暖的手牵着我，总有温
柔的话送耳旁，总有一个声音为我带
路，总有一个呼唤飘在我心上……”
在山西省陵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的
院子里，队员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练
习合唱，在音乐中开始了一天的学
习和生活。音乐，成为他们表达自
己的方式。

陵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多年来
穿行在太行山上为村民演出。随着
老队员们年事渐高，为了将非遗项
目陵川钢板书传承下去，曲艺宣传
队于1995年成立了特教班，近年来
陆续接收了100多名视障学员。

特教班为学员们免费提供食宿
和学习的机会。为了排练好节目，
小学员们需要将每一个音符、每一
个乐器按键的位置熟记于心，反复
练习。在老师和老队员的精心指导
下，学员们逐渐掌握盲文、熟悉乐
器、练熟节目，跟着曲艺宣传队下乡
演出。

特教班也得到了众多爱心人
士的帮助，点滴爱心汇聚成巨大的
暖流，让队员们的世界充满了阳
光。虽然“视界”无光，但队员们通
过音乐找到了心中的光亮，“看见”
了世界。

新华社记者 詹彦/摄

女报女报 角角视视

上图为陵川县盲人曲艺宣传
队队员在陵川县杨村镇泉头村
演出。

左下图为陵川县盲人曲艺宣
传队的队员们在排练室聊天。

右下图为陵川县盲人曲艺宣
传队的队员们在学习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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