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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6 月 14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今年的核心主题为“让文
物焕发新活力 绽放新光彩”。
全国通过科技赋能、创新叙事和
惠民活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
活化利用，其中西安城墙“数字
方舱”吸引了众多目光。

西安城墙“数字方舱”通过
3000多个监测点实时采集裂缝、
位移等数据，AI模型24小时预警
结构风险；同时结合无人机、激
光扫描完成13.74 公里全段三维
建模，精准定位1302处空洞、836
处疏松体，对西安城墙实现“预
防性保护”。

从西安城墙“数字方舱”
这一创新平台中，我们看到的
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的数字化镜
像，更是一部科技赋能文化遗
产保护的教科书级案例。其核
心价值在于构建了一套“预防
性保护+智慧管理”的全生命周
期守护体系。

有权威媒体报道称，“数字

方舱”对 13.74 公里城墙全域、
34 栋古建、18 个门洞及马道进
行厘米级建模，彩绘细节达毫
米级精度，形成完整的数字孪
生底座。这一模型不仅保存了
城墙现状，更为后续修缮提供
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部
署超 4000 个监测点 （含 3000+
结 构 监 测 点 、 1300 + 智 能 设
备），覆盖裂缝、位移、沉降、
水位、客流量等指标，通过倾
角仪、测缝计等设备实时回传
数据。例如裂缝0.2毫米的微小
变化也能被捕捉预警。

西安城墙的实践证明：科技
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激活文明
基因的密钥。它让 1400 岁的城
墙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预
判”，从“静态展示”升级为“活态
传承”。未来，随着区块链存证、
AI预测模型的深化应用，这一模
式或将成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的全球范式。

全媒体记者 付玉

西安城墙“数字方舱”

创新文化遗产保护范式

本报讯 桐城市委史志室
坚持编史修志、以文化人，存史
鉴今、资政育人。2024年，荣获
省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个、
二等奖1个、三等奖2个，位列全
省第一方阵、安庆市内第一。

聚焦存史鉴今。桐城市委
史志室稳步推进党史三卷《中
国 共 产 党 桐 城 历 史 第 三 卷
（1978-2012）》编写工作，经过
安庆党史专家审核指导以及各
编写小组的修改、补充和完
善，党史三卷编写工作已取得
新 进 展 ； 同 时 ，《桐 城 年 鉴
（2025卷）》编纂工作也于今年
年初正式启动，计划于12月份
正式出版发行。

聚焦志愿宣讲。桐城市委
史志室将红色革命故事、优秀
历史文化传承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宣教活动相结合，推进
党史志愿宣讲走进桐城师范

“名师课堂”、桐城市“文都讲
坛”和桐城党校培训班；《新四
军四支队抗战在桐城》今年已
在桐城“文都讲坛”第87讲开
讲。截至目前，已开展党史志
愿宣讲活动100余场。

聚焦资政育人。桐城市委
史志室运用桐城市红色文化资
源，致力资料搜集、整理、考证、
研究，抓好史志资政。组织人员
深入基层，采访退伍老兵、烈士
后代，对其革命故事和事迹进行
整理和挖掘，完善党史地方志档
案资料整理。同时。利用“桐城
史志”微信公众号推出“史志动
态”“桐城历史上的今天”“新四
军在桐城”“志说桐城”等专题，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89期的公众
号任务，逐步实现史志资料的数
字化阅读。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
讯员 胡丽 周晶星）

三聚焦致力“存史资政育人”

本报讯 近日，在望江县凉
泉乡横山村邓后中心村村民活
动中心，横山村组织开展“敬老
爱老送温情”活动，为全村75岁
以上的老人送去粮油和祝福，现
场472名老人依次领取了5斤菜
籽油和10斤大米。

考虑到部分老人行动不便，
村里还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
开展“敲门行动”，将慰问品和祝
福送至55名老人家中。并与老
人们拉家常、问冷暖，倾听诉求
并记录反馈，确保关怀“送得准、
落得实”。

“村里现在75岁以上的老人
共有527人，个别老人家庭比较
困难，通过此次慰问，给年迈的
老人和困难户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与关爱。”横山村党总支书记
汪飞说道。

凉泉乡深入践行开门教育，
深入开展“大排查、大走访、大化
解、大慰问”行动，紧盯群众关切
开展走访，提前摸排群众需求，
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眼下正值艾草收割的季节，
在凉泉乡乡村振兴产业园内，堆
放了不少刚收割的艾草，空气中
弥漫着浓郁的艾草香气，工人们
正与时间赛跑，抢在雨季来临前
完成晾晒工序。今年企业艾草

产量增长30%，这本是喜事，却
因晾晒场地不足，让企业负责人
眉头紧锁，一旦阴雨连绵，大量
的艾草面临淋雨霉变风险，企业
可能蒙受重大损失。

在得知企业的困境后，凉泉
乡积极和产业园区内一中草药
企业对接，协调该企业一处暂时
空闲的厂房，紧急清理后开辟为
临时晾晒场，艾草晾晒的危机迎
刃而解。

“多亏了政府的积极协调，
真是雪中送炭，不仅解决了晾晒
场地，还帮忙协调运输车辆和工
人，一周之内完成了艾草抢收和
晾晒，生产线原料供应稳了。”安
徽云艾堂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云珍难掩心中喜悦之情。

凉泉乡以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切
实改进工作作风，把群众的实
际需要作为“为民服务”的落
脚点，积极推动“问题清单”
转化为“幸福账单”，用心用情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
新气象、新变化。截至目前，
全乡征求群众意见建议71条，领
办民生实事78件，完成41件，余
下37件正在推进中。

（通讯员 李国栋 全媒体
记者 许娟）

抓好开门教育 着力为民解忧

“乡亲们戏看完了别急着走，拿份宣
传单页学学法！”今年以来，桐城市孔城
镇，每每锣鼓梆子的余响渐渐消散时，孔
城司法所干警一定会穿梭在人群中，将
印着“婚姻家庭”“相邻关系”“损害赔偿”
等实用法条的宣传单页递到群众手中。
宣传单页特别选用“案例漫画+法条解
读”形式，让群众在享受文化盛宴的同
时，将“遇事找法”的理念深植心里。

“戏台搭在哪里，普法跟到哪里”的
特色活动，是孔城司法所为了让《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真正走进百姓日常而建立的“立体
化、浸润式”普法矩阵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守护

您的民事权利”“契约精神入人心，诚
信社会共构建”……孔城镇 22 个村
（社区）电子屏以滚动字幕为载体，将
晦涩法条转化为朗朗上口的生活箴言。
老街社区还组织开展了“法治大讲
堂”，向广大群众面对面宣讲《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内容。电子屏与
大讲堂形成“线上亮屏、线下开讲”的
立体宣传网，让法治精神如春雨润物，
悄然浸润群众心田。

“结婚后婚前房产为配偶‘加名’，
离婚时怎么分？”“网购商品损坏，维权
路径如何走？”“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
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
伤保险条例》？”。孔城司法所精选婚姻

家庭、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伤认定等高
频法律问题，在村（社区）微信群进行
推送，通过“以案释法”方式开展法治
宣传，实现了“手指一点学法，足不出
户懂法”的普法新形态。

“民法典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人生
指南”，在社区矫正集体教育课堂上，孔
城司法所干警以“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
事义务”为主题，结合社区矫正对象常见
的民事纠纷案例，详细解读了侵权责任
相关法律。通过“案例剖析+情景模拟”
教育，帮助矫正对象厘清“权利与义务”
的法律界限，引导其在融入社会过程中
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思维
习惯，让社区矫正集体教育成为重塑法

治信仰的新生阵地。
“同学们看，这张贴纸上的小朋友正

在学习法律知识！”在孔城中心小学门
口、孔城中学操场上，孔城司法所干警将
印着“学法、用法、守法、尊法”“12348法
律带回家”等漫画图案的法治贴纸分发
给学生们。与传统宣传单不同，此次发
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传材料
特别采用“卡通漫画+情景对话”设计，将
法律专业概念转化为趣味漫画。活动现
场，累计发放宣传单页和卡通贴纸600
余张，让严肃的法律条文化作孩子们书
包里的“法治小伙伴”，在潜移默化中播
下法治意识的种子。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李振东

当古镇遇上普法

一场文化与法治的“浸润式”对话

6 月 13 日，望江县杨湾司法所深
入辖区企业向企业职工普及与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杨湾镇将持续深化“送法进企
业”活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
富普法内容，为企业提供更加精
准、高效的法律服务，为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贡
献司法行政力量。

通讯员 孙良军 摄

送法进企业

阴雨连绵的大别山南麓，为何老樟
树突然遭天雷劈裂？断裂的树根下，怎
会藏着刻有“讲学”字样的古老石板？雷
劈的时机，为何偏偏在诗人岑参到访之
时？那些在沙地上习字的娃娃，与这神
秘的石板之间有何关联？更令人称奇的
是，诗人笔下力透纸背的“考”字，为
何会以焦黑树纹的形态，出现在遭雷劈
的树干上？这究竟是天降异象，还是千
年文脉的隐秘呼应？今天，就让我们跟
随岑参的脚步，走进这场充满悬念的

“考盘”奇事——
旧闻：

岑嘉州驻足观童趣
霹雳火裂木证前缘

岑参？不错，就是那位让大家背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的边塞诗人。至于时间，并不确切，只
知道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也就是755
年后的某一年。地点则是位于大别山东
南麓的一处村庄。

在这村庄，诗人老远就看见一棵老
樟树下围了一圈小脑袋瓜，这好奇心一
下子就上来了，心想：“哟呵，这下雨天，
这群娃娃搁这儿搞啥秘密集会呢？”凑近
一瞧，好家伙！十几个娃娃正拿树枝当
笔，沙地当作业本，在那儿一笔一画“创
作”呢！有的娃娃太投入，连泥巴糊了一
脸都没发现，主打一个沉浸式学习。

“尊长者，这些娃娃怎在这儿习字？”

诗人抖了抖沾满泥浆的衣摆，凑到教书
的老先生身边。

老先生一边摇头一边叹气：“让郎君
见笑了，如今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娃娃们
没地儿念书。只能在这儿，拿树枝当笔，
沙地当纸，勉强认几个字。”

诗人看着一个娃娃用袖子胡乱擦了
把脸，结果把泥巴抹得更匀乎了，忍不
住笑道：“如此条件，娃娃们倒也学得
认真。”

“谁说不是呢！”原来，当地人始终坚
持读书识字才是“逆袭密码”的理念，就
盼着等世道太平了，他们能考个功名，说
不定还能出个“全村的希望”！

就在诗人感慨万千，琢磨着是不是
该写首“忧国忧民体”的诗的时候，天空
突然“大变脸”——刚刚还是湛蓝湛蓝的
天，那乌云跟约好了组团来搞事情似的，
突然就黑得跟锅底似的。

紧接着，咔嚓！轰隆！！！咔嚓！轰
隆！！！咔嚓！轰隆！！！咔嚓！轰隆……
一连几个炸雷，差点没把在场所有人的
魂儿给劈出来！众人一哆嗦，再定睛一
看，“我的个亲娘嘞！”那棵顶天立地的老
樟树祖宗，直接被数道天雷击中，劈得是

“浑身掉渣渣”，甚至露在地面的树根也
未能幸免。

奇了吧，更奇的还在后面，等烟尘一
散——那断裂的树根处，露出一块石
板。再仔细一瞧，石板边缘还隐隐约约
刻着几个小字，虽然历经岁月已经模糊
不清，但依稀能辨认出“讲学”“授业”之

类的字眼。
老先生当时就扑通一声跪下去：“我

打小就听老人讲，东晋那会儿，有高人在
这儿办过学堂，后来兵荒马乱，整个都给
埋地下啦！原来就在这大树下面！”

这雷，为什么早不劈，晚不劈，偏偏
岑参来了就劈了呢？对此，老先生以为：
这位看起来就很有文采的外乡人，定是
文曲星下凡，来助力当地教育事业了。
于是，他说什么都要诗人在村里多住几
天，“要是能留下墨宝以供村里后生瞻
仰，那就再好不过了！”

正所谓盛情难却，岑参想着也没什
么要紧事，住几日也无妨。至于题字，对
于大唐著名诗人来说，那还不是易如反
掌？有感于此处景致，他忆起一首自己
的诗作《太一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
士》，并将其题写在村里祠堂的墙上：

骤雨鸣淅沥，飕飗谿谷寒。
碧潭千馀尺，下见蛟龙蟠。
石门吞众流，绝岸呀层峦。
幽趣倏万变，奇观非一端。
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
抱板寻旧圃，弊庐临迅湍。
君子满清朝，小人思挂冠。
酿酒漉松子，引泉通竹竿。
何必濯沧浪，不能钓严滩。
此地可遗老，劝君来考盘。
写到最后那句“劝君来考盘”的“考”

字时，他满脑子都是娃娃们求知若渴的
眼神，还有老樟树下古学堂重现天日的
奇观，笔尖在“考”字第一笔上重重一顿，
那架势，恨不得把自己对文化传承的所
有期待都“砸”进字里。得，这下真成“力
透纸背”了，不对，是“墙”背——墨都渗
墙里头去了。

写好后，乡亲们围着祠堂墙上的诗
啧啧称奇。人群中有眼尖者，指着遭雷
劈的老樟树，嗷一嗓子：“这个字，树上也
有！神了！”众人跑过去一看，全都傻眼
了！有一段焦黑树桩子上，树皮裂开的
纹路，跟墙上那个带大墨点子的“考”字
一模一样！连那重重一顿的第一笔都一
模一样！

自此，当地百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越发高了，崇学尚读的风气在乡野间更
为盛行。为铭记岑参到访时这段颇具传
奇色彩的往事，后人便将此村正式命名
为“考盘”。

寻踪：

诗客遗踪成谜案
考盘雅号布疑云

考盘，亦作考槃 （pán），典出
《诗经》。

关于“考槃”二字的释义，历代注家
各有阐释：《毛诗传》释为 “考，成；盘，
乐”，陈奂在疏解中进一步将其合释为

“成德乐道”，强调隐士通过修身成德而
臻于乐道之境；朱熹在《诗集传》中则提
出不同见解，认为“考”乃叩击之意，“槃”
指器皿之名，此词当指敲击盘盆以和歌
乐节奏。

无论何种解释，“考槃”一词均真
切映照出古代隐士的生存状态与精神
追求，成为中国文化中隐逸思想的经
典符号。

一个村庄以此为名，可以说非常文
艺范了。那么，这个很有文艺范的“考盘
村”在哪里呢？记者以“考盘”为关键词
在民政部区划地名司主办的“中国·国家
地名信息库”网站查询发现，全国以“考
盘”的地名只有两处，一处是农村居民
点，一处是道路名称，且均位于桐城市范
岗镇范岗社区。

不过，除了本文记录的颇具传奇色
彩的“旧闻”，并无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
岑参曾经到过考盘村，故事的真实性也
无法考证。

另外，“考盘”地名的来历还有其他
不怎么文艺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讲

‘考’指该村形成时间较长，‘盘’指该村
地形似圆。还有一种说法，说该村本名

‘考棚’，因方言‘棚’与‘盘’读音相近，村
民逐渐变成‘考盘’。”6月13日，范岗镇
文化站站长戴先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绍道。“当然，当地群众最认可的，还是诗
人到访给村庄命名的说法。”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汤琦

这个村名，竟与唐代大诗人有关？

位于桐城市范岗镇范岗社区的考盘自然村。 通讯员 汤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