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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售罄了！请尚未预约门票的游客及
时调整行程！”这样的信息，几乎占据了三
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朋友圈的整个假期
档。

国庆节期间，三星堆博物馆每天吸引两
万名游客慕名而来。而它独一无二的文创产
品像是古蜀文化之旅后的惊喜彩蛋，更是

“圈粉”无数。
继今年“五一”三星堆“青铜味”“出

土味”冰激凌火爆出圈后，这一次，三星堆
文创工作室再度推出新品——金面具巧克
力、纵目面具棒棒糖！

“最新款的甜蜜送给大家，还可以打包
带走！”朱亚蓉笑着说。原来，三星堆冰激
凌虽受欢迎，但有很多游客反映不能带走有
些可惜。这次，游客不仅能在夏秋之交现场
解锁冰品，还能带走巧克力和棒棒糖，与亲
友们一起分享来自三星堆的味道。

尤其是那款以文物纵目面具为原型的变
色棒棒糖备受游客追捧，上架半小时，销量
就达到1000根。纵目面具棒棒糖目前试销
售1.0版本，分为猕猴桃、草莓、水蜜桃三
种口味。很多游客反映，棒棒糖呈透明渐变
色，模样萌萌的，很是可爱，根本不舍得

“下口”。未来，博物馆还要推出 2.0版本
——一根“会说话”的棒棒糖，将采用黑科

技“骨传导”技术，嘴里舔着甜蜜，耳朵还能
听到棒棒糖里面的声音，吃着棒棒糖，还可以
一起加入古蜀探秘的旅程。

金面具巧克力同样暗藏玄机。设计师在
文化理念上再出圈，品尝巧克力前，先得解
锁“给文物戴面具”。首先扫描包装上二维
码，选择想要的黄金面具图。接着用镊子勾
勒出真实文物的黄金面具形态，体验一番三
星堆沉睡数千年的时间痕迹。

朱亚蓉笑着说，三星堆的文创产品在消
费者市场如此火爆，甚至有些超乎他们的意
料。目前它们的覆盖品类也很丰富：食品、
书签、文具、手办、衣服、丝巾、盲盒。目
前，博物馆的文创收入已经达到门票收入的
1/5以上。

“早在1997年开馆时，我们就推出了旅
游纪念品，但那只算是初代产品，还达不到
文创产品的范畴。直到2019年，我们将文创
的业务收回馆内，并通过授权合作的方式，
打造文创的运营平台，才正式步入文创产品
赛车道。”朱亚蓉说，“目前，我们已经和二
三十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让他们设计、
开发文创产品，授权使用IP资源，通过销售
平台进行共享，促进文创发展。”

这三年来，三星堆博物馆一直紧跟潮流，
文创产品、说唱、影视作品频频出炉，加之新

文物的出土，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拥趸。在今年
3月份，全国的网友更是见证了考古挖掘的光
辉时刻。连续4天的《三星堆新发现》考古直
播，瞬间拉近了游客和文物的距离。

“在互联网时代，观众可以通过镜头‘身
临其境’，参与到考古工作中，有趣又有料。
三星堆文物的艺术性和文物所代表的古蜀文
明精神，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青睐。也是从那
时起，博物馆的参观游客数量激增，是去年
同期的四五倍。三星堆也成为网红打卡地，

目前年轻游客的比例能够达到40%。”朱亚
蓉笑着说。

去年，三星堆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
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四川
也正在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我们将
以此为抓手，推动三星堆建设和发展，要加强
考古和研究，要加强文物展示和接待能力，目
前已经计划投资12亿元，建设5万多平方米
的新馆，考古遗址公园和配套的文化产业也在
规划建设中。”朱亚蓉说。

三星堆喊你吃棒棒糖了三星堆喊你吃棒棒糖了！！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今年国庆档的影片，我最期待的就是《长津湖》，
不仅是因为曾在军旅，对军事题材影片特别感兴趣，也
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隐约与长津湖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
联系。

我这个年纪，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完全来自历
史书本和影视作品。课本里记住的抗美援朝作品是魏巍
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他的小说《东方》我也看过。后
来参军入伍，新兵连的班长是安徽萧县人，他的名字我
一下子就记住了，因为跟《东方》里的主人公郭祥同
音。部队那时悬挂有七位英模人物画像，有两位来自这
场战争：黄继光和邱少云。我记得还专门去找过这方面
的书看过，有一本印象特别深，叫《远东——朝鲜战

争》，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电影《长津湖》的历史顾问王树增。
电影 《长津湖》 的故事从湖州开始，这里离我家不远，主角伍千里率

部登车的火车站是浙皖合作的长广煤矿运煤的专线车站。今年9月，我参
加党校的一个进修班，异地党性锻炼的地点也在湖州长兴。我去了八都
岕，村里保存着当年新四军苏浙军区的旧址，当年被称为“江南小延安”。

这支抗日队伍的后辈，就是鏖战长津湖的志愿军第9兵团，当时是国内可
与美陆战一师抗衡的精锐部队之一，很多湖州的热血青年就在62军，为了后
代的我们不再打仗，不再吃雪，他们很多人长眠在三千里江山盖马高原零下四
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

电影长津湖中将真实的战斗场景再现，1950年11月29日，连长杨根思在
阻击美军南逃任务战斗中，在战友几乎全部牺牲、弹药打光的情况下，他让重
机枪手带着没有子弹的机枪撤下阵地，自己抱起炸药包，最后一次用他最擅长
的方式杀敌。杨根思解放战争时就是华东爆破大王，战斗中对炸药的运用水平
达到轻步兵极致。只是这一次，他用炸药将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时年仅有
28岁。

一般来说，连队基本打光了，番号就撤掉了。但这一次没有，组织上以撤
下阵地的几名战士为基础，重建了连队，并命名为“杨根思连”。杨根思连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被以个人名义命名的连队。后来，杨根思被评为100位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上第一位特级战斗英
雄，也是朝鲜战场上唯二的两名特级战斗英雄，另一位是黄继光。

杨根思就是当年战斗在苏浙军区的新四军战士，他在粟裕将军指挥的天目
山三次反顽战斗中，就已经是战斗英雄。我的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他在浙皖交界
的“桃花山战斗”中奋勇杀敌的英雄故事。

今天的杨根思在中国军队里已经是一个英雄图腾，老连长的“不相信有完
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的名
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组成部分。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中国军队当年划下说一不二的红线，至今还
是我们享受和平年代幸福生活的护身符。

抗美援朝战争60年后，2010年，中国上海举办了第41届世界博览会。
这是由中国举办的首届注册类世界博览会。不知人们还记不记得，在世博园的
正门入口，有一块巨型的天然花岗岩石，镌刻着“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
会”字样。这块巨石，就采自杨根思当年战斗的浙皖交界处的“桃花山”上。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时的中国，再无战火硝烟。
桃花山上，风景如画。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虽然《长津湖》细节硬伤不少，叙事有点杂乱，但依然是一部好片，值得

一看、再看。我认为，只要能吸引众多的年轻观众走进电影院，让他们记住当
年的英雄，这部影片就成功了。

饮水思源，不忘来路。2014年，国家立法确定抗战胜利纪念日、烈士纪
念日。70年过去了，那些当年用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筑起新中国和平之盾的
英雄们，祖国没有忘记，他们的遗骸正在中国先进战机的护送下分批归来。

很多观众没看完电影《长津湖》的片尾曲就退场了，我觉得很好听，歌词
也写得很好：

看白雪皑皑的战场
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
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
可我知道你内心有多么滚烫
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最可爱的人啊我们不会遗忘
你那永远坚毅的模样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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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北京冬奥组委国际测试赛新闻发布
会在京召开。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
发布了近期冬奥测试安排，自10月5日起至12月31
日，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内
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
试活动。

具体安排为：自 10 月 5 日起——在国家速滑
馆，举办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举办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和计时赛；在首都体
育馆分别举办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和短道速滑世界
杯；在国家游泳中心先后举办冰壶国内测试活动和轮
椅冰壶世界锦标赛。

自11月3日起——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雪
橇国际训练周和世界杯比赛；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和
国家体育馆举办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云顶滑雪公
园，举办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
世界杯。

自12月2日起——在古杨树场馆群，先后举办
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北欧两项洲际杯和冬季两
项国际训练周。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前组织一系列测试
赛，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的要求和惯例。做
好测试任务，是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一环，也将为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的举办
打下扎实基础。在前期工作中，北京冬奥组委陆续组
织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专家完成了对场地考察认
证。为保证国际测试赛安全顺利举办，姚辉介绍，冬
奥组委逐一与各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召开测试赛
评估会。

检验场馆设施、锻炼运行团队、积累办赛经
验、磨合工作机制、落实属地保障、测试运行指挥
是贯彻始终的测试目标。此前的测试活动提出“应
测尽测、能测尽测”，本次测试活动则提出了开展
全要素测试的要求，即按照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时运行标准，全面制定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全面检验赛时运行各项准备工作。这在场馆设施收
尾、团队人员配备、机制磨合优化、重点业务工作
4点上都有体现。

姚辉表示与今年上半年雪上项目和冰上项目
测试活动相比，本次测试赛安排及组织运行有 4
个新特点：一是赛事规格高、规模大。预计将有
来自境外的约2000余名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国际
技术官员、计时记分专业人员等陆续来华参加各
项国际赛事和训练周；二是疫情防控压力大。将
逐赛事、逐场馆制定符合赛事要求和场馆运行特
点的防疫方案；三是统筹协调更复杂。既要准确
把握测试赛与冬奥赛事的统一与连贯，又要清晰
认识测试赛与冬奥会的区别，把测试赛筹办完全
纳入冬奥会筹办工作总体计划和节奏当中一体推
进；四是社会关注度高。作为北京冬奥会前最后
一次全面实战检验，本次测试赛备受社会关注，
海内外影响力将远远大于今年上半年的国内测试
活动。

据悉，疫情防控工作是筹办测试赛的重中之重。
目前，各竞赛场馆闭环管理防疫方案已通过国家级防
疫专家和组委会多轮审议，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点都做
了全面分析，制定相应预案。

北京冬奥会迎来
最后实战检验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通过本次国际测试
赛，北京冬奥组委将进一步摸索疫情防控规律，评
估防疫措施效果，结合全球及我国疫情形势变化，
不断查漏补缺，优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疫情防
控方案，全力保障赛事安全和境内外冬奥会参与者
以及主办城市人民的健康。”日前，在“相约北
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 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
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
副主任黄春如是说。

黄春表示，自 10月开始，系列国际测试赛将
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冬奥赛区陆续登场亮
相，预估届时共有2000余名与赛事相关境外人员
分批来华。

他称，目前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处于大流行阶
段，境外输入仍是我国疫情防控的最大风险。新
冠病毒疫苗作为控制疫情最经济、最有效和最有
力的技术手段，更是应对疫情、防止传播的一项
重要措施。

黄春表示，国际测试赛期间，大批与赛事相关境
外人员来华，将明显增加疫情输入传播风险。为确保
国际测试赛如期安全顺利举办，更好地为成功举办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积累赛时经验，北京冬奥组委做
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制定了测试赛期间疫情防控
政策。

一是加强远端防控。所有境外人员来华前均需要
开展健康监测。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
织，积极倡导境外人员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规定的核
酸检测，来华参与测试赛。

二是实施闭环管理。所有来华人员入境后在口
岸接受严格的检验检疫，在华期间直至离境均在闭
环内，严格执行全流程、点对点、全闭环管理政
策。在闭环内，参与者只能在比赛场地间活动，参
加与本人训练、比赛和工作等有关活动，每日需要
接受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闭环内将使用专用交通
系统。

三是坚持常态化防控。所有境内外参与人员在测
试赛期间均须全程科学规范佩戴口罩，严格执行勤洗
手、清洁消毒、咳嗽礼仪、保持社交距离等常态化防
控要求，同时接受监督，服从引导。

北京冬奥组委：

通过国际测试赛
优化疫情防控方案

国庆假期到了，位于北京阜成
门内的鲁迅的家，一下就热闹了。这
种热闹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一
次放出3天预约票，一夜之间就抢
光；等待进鲁迅旧居“串门”的观众
队伍，已经成为蜿蜒的“长蛇阵”了。
当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北京鲁迅
博物馆一只只被撸出“包浆”的野
猫，平时看着很接地气（有点脏）的
毛，已经柔软发亮。看来，满院张贴
的提示——“野猫未防疫，请不要
撸猫”，很多观众已经当空气了。

在鲁迅故居值班的我们，国
庆节期间多了一项工作——“遣
送”猫出院。和一般的猫面对生人
充满戒备不同，鲁博的猫是出了
名的爱“抢镜”。只要来了摄制组，
或者人很多，它们总要高高竖着
尾巴，扭着猫步来人前“秀”一番，
先喵喵一番宣示主权，然后旁若
无人的理着毛，打着滚，眼睛追着
镜头跑，就是想睡觉也要到人最
多的树下蜷起来睡，落落大方，没
有一点畏畏缩缩的忸怩态。

可是这样的“镜头感”在国庆
假期却有了麻烦——观众已经在
院外排起长队，猫咪魅力却让院
内的观众成了“狗仔队”“追星
族”，久久不愿离去，这样无疑会
增加外边观众等候的时间。为此，

我们只能把猫咪“请”出去。估计猫
咪也委屈，每一只鲁博猫都是有地
盘的，每天旧居的猫都会准时等着
开门接班，还有很多猫咪来串门，刷
一下存在感。不过抓了几次后，猫咪
就大概知道要怎么“顾全大局”，不
再企图进院“巡视”了。但是院里的
观众却纷纷来问：“不是不许逗猫
吗？那院子里怎么看不到猫？”

不过，还是有一只大橘不死心，
在房顶上歌唱“咏叹调”，一下就获得
俯视众生围观的成就感。可惜它太过
得意忘形，一下跳到院子里，立刻就
被“捉猫归案”，被“遣送出院”了。

国庆节期间最“业务繁忙”的无
疑是地盘在前院鲁迅像周围的长毛
猫。它不会被“强制休假”，也热心

“巡视”，但是无论休息还是伸出爪
子警告，很多观众还是免不了伸出
撸猫的手，毛上的“包浆”也最厚。易
地而处，我们是不是也会烦躁得伸
出爪子挠呢？

鲁迅是出了名的“仇猫”。给
出的理由之一是猫捕食雀鼠“总不
肯一口咬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
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
同”；小时候因为误认为猫吃了自
己养的宠物——隐鼠，他甚至到了
和猫“决斗”的程度。鲁博猫也是
有“凶兽”这方面的“劣迹”的，

能称为鲁博第一“名猫”的猫咪，
通常是捕鸟高手。鲁博满眼的花草
树木，让成群的鸟儿有了栖息之
地，猫自然也是追踪而至。

理由之二是它本和狮虎同族，
却偏有一副媚态。换句话说鲁迅觉
得猫很会“装”，明明是凶残猛兽，就
不要“卖萌”了。鲁迅的仇猫，还有现
实层面的原因。那就是猫在夜里没
有“公德”地炒作恋爱打扰了鲁迅的
睡眠或创作。不过这些“凶兽”卖萌
可是专业的，萌萌的猫咪确实获得
了很多关爱。但是在馆内工作的我
们，更多的是和它们打打招呼，它们
生病时照顾它们，生小猫帮着“侍候
月子”，把它们作为伙伴，而不是随
时可撸的毛绒玩具。

好在鲁迅先生不必在此写作，
猫咪的“咏叹调”也不会打扰先生创
作了。我们倒不如拿出鲁迅“吐槽”
猫咪的文章，走进鲁博，看一看这些
有着媚态的“凶兽”，不过，一定要记
得它们媚态下“凶兽”的一面。面对
野生动物，对它们最大的尊重和爱，
就是欣赏它们的岁月静好，而不把
它们当成玩弄于股掌之下的玩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博物馆中的猫咪
会活成猫咪都羡慕的样子——享受
关注，获得宠爱，自由自在。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博猫的国庆节
刘晴

“十一”假期，体验非遗，“非
遗热”成了今年假期各地的现象
级休闲旅游方式。比如北京在东
四胡同博物馆安排了沙燕风筝绘
制、皮影制作、兔爷绘制等多种非
遗课程，河南省洛阳市开展“黄河
非遗国际创意周”活动，广东省文
化馆小剧场的蔡李佛拳体验课也
吸引了众多学员。

与出游不同，国庆假期回乡
的我感受到的是舌尖上的非遗。

“去吃饼卷吧？”每次回老家，
奶奶一定会安排这么一顿特色
餐。饼卷，是当地老百姓对饼卷肉
的俗称，这在河北省邢台市威县
的小吃里可谓一绝。别看是县城
小吃，它已经入选了邢台市的非
遗名录。因为是市井小吃，平民大
众的快餐食品，饼卷肉也被称为

“中国老百姓的肯德基”。
饼卷肉的肉非常有讲究，以

剔骨肉为最佳，将肉炖得酥烂入

味，从骨头上很容易就剥下来。饼更
是摊得大如锅盖、薄如帛纸，对制饼
人的技法有着很高的要求，摊出来
的饼是又有嚼劲又很香嫩。大饼卷
着卤肉，饼借肉香、肉借饼味，二者
巧妙结合，令人回味无穷。不仅是附
近市县的人爱来尝上一口，在威县
饼卷肉店门前，你能见到各种外地
牌照的车，大家不惜驱车几百公里，
就为了一品这十几块钱一份的饼卷
肉。

到了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
的姥姥家，舌尖上的非遗又是另一番
风味。街上大大小小的熏肉店是枣强
一景，其制作技艺也入选了衡水市的
非遗名录。据说，枣强的熏肉因熏制
时系松木熏帛，用多种药材煮制，所
以夏季蚊蝇不爬，三伏天能贮存三四
天不变质，还具有开胃、去寒、消食等
功效。

我也有最喜欢的、每次回去一定
要光顾的店，就在姥姥家门口，门面

不大，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熏肉。他家
熏猪蹄是我的最爱，每天限量供应，
所以要买需赶早，而且常常会遇到

“全包圆”的客户。有一次我进店排在
第3个，一共还剩7个熏猪蹄，正窃喜
来得还算早，没承想排头那个客人一
口气把7个都打包走了。小姨说，尤
其是假期结束的时候，这种客人最常
见。猪蹄卖没了，我们只得退而求其
次买了其他熏肉。

位于枣强县城老十字街的赵家
熏肉是个百年老店，从上世纪以来
就在这里出摊，从小摊到门面，传
承三代的熏肉店成为县城的一个地
标。每次回去，我的第一顿早饭一
定要到赵家熏肉去吃，一份鞋底儿
火烧夹熏肉，一碗老豆腐，满满的
儿时记忆，满满的非遗味道。

现在，枣强熏肉也随着时代改
变，增加了真空包装和礼品盒，方便
逢年过节回乡的人们当作馈赠礼品
带往全国各地。

家乡的非遗味道
李冰洁

闲时代休
奥时间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