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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 6月 11 日电
（记者吴涛 袁慧晶）一块古陶瓷
片里蕴含多少历史文化基因？通
过表面观测纹饰、拼接还原器型、
切片了解坯胎、磨粉分析材料乃至
烧成温度等，至少可解析上百条信
息。那么，2000万古瓷片呢？

11日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揭
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宣布与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中
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院
校机构共建古陶瓷基因库。景德
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这将
是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和
信息的古陶瓷基因库。

千年瓷都景德镇是世界古代
制瓷业集大成者。中国瓷文化的

鼎盛，在西方形成了小写“china”
为瓷器、大写“China”为中国的独
特现象。以御窑遗址为核心的景
德镇瓷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
可替代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御窑博物院及其前身景德镇
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近 40 年考
古工作中积累了近2000万片各类
古陶瓷标本。”翁彦俊说，他们将运
用能谱电镜仪等手段，制作物理和
数字形态的基因标本，计划在一年
半内完成首批明代御窑的近万个
标本的制作。

翁彦俊表示，基因库建成后将
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积极合作，主动
培育世界性课题，力争成为中国文
化交流的国际化新平台。

2000万古瓷片“china”基因
传递“China”文明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刘诗
平）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 10 日
说，今年前 5 月，我国水利建设全
面提速，新开工水利项目 10644
个，投资规模4144亿元，其中投资
规模超过1亿元的项目609个。

魏山忠在水利部举行的加快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今年前 5 月，吴淞
江整治、福建木兰溪下游水生态修
复与治理、雄安新区防洪治理、江
西大坳灌区、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
灌区等14项重大水利项目开工建
设，投资规模达869亿元。“云南滇

中引水工程输水隧洞已开挖 438
公里，比计划工期提前半年；安徽引
江济淮主体工程完成近九成，有望今
年9月底试通水。”魏山忠说，南水北
调中线引江补汉、淮河入海水道二
期、广东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等重
大水利工程将在近期开工建设。

今年全国预计将完成水利建
设投资 8000 亿元以上。魏山忠
说，下一步，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强
组织推动，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推动新阶
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为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作出水利贡献。

今年前5月我国新开工
水利建设项目超过1万个

全球通胀压力下，中国物价总体
保持平稳运行。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
布数据，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 2.1%，继续处在合
理区间。专家分析，全年物价或将延
续温和上涨态势，保持物价平稳运行
具有坚实基础。

上下游价格走势更趋协调
“5月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CPI环
比由上月上涨0.4%转为下降0.2%，同
比涨幅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说。

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随着鲜菜
大量上市，物流逐步畅通，鲜菜价格同
比上涨 11.6%，涨幅比上月回落 12.4
个百分点；疫情期间线下服务消费减
少，宾馆住宿和飞机票价格同比分别
下降7.4%和2.4%。

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加大，带动
部分商品价格涨幅扩大。如受国际粮
价高位运行影响，5 月份，国内面粉、
粮食制品和食用植物油价格环比分别
上涨0.8%、0.8%和0.7%。

值得注意的是，5月份，中央储备
猪肉收储工作继续开展，生猪产能调
减效应逐步显现。当月猪肉价格同比
下降 21.1%，降幅比上月收窄 12.2 个
百分点。

从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看，随着各地区各部门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重点产业
链供应链畅通稳定，5月份PPI同比上
涨6.4%，涨幅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

CPI 与 PPI“剪刀差”进一步收
窄。2021年全年二者“剪刀差”为7.2
个百分点，5月份降至4.3个百分点。

“5月份，在国际通胀水平居高不
下的背景下，国内保供稳价效果持续
显现，物价总水平继续运行在合理区
间，上下游价格走势更趋协调。”中国
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任
郭丽岩说。

“菜篮子”价格保持平稳
有基础

“菜篮子”产品与老百姓的生活息
息相关，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的背景下，做好“菜篮子”产
品保供稳价工作更为重要。

从当前供给基本面看，我国肉蛋
奶、果菜鱼生产形势较好，供应充足，

“菜篮子”价格没有大幅上涨基础。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

长宋丹阳介绍，今年以来，生猪出栏继
续增加，4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是4177万头，相当于4100万头正常保
有量的101.9%；牛羊禽和渔业生产平
稳发展，产量均稳中有增；全国蔬菜在
田面积超过 1 亿亩，5 月中旬产量达
2665万吨，同比增加168万吨。

专家分析，当前要特别重视受疫
情影响地区的“菜篮子”产品供应，避
免因供给不足出现物价异常波动。

上海江桥批发市场蔬菜供应量占
上海市场的60%至70%，据该批发市场
蔬菜部经理助理何夏清介绍，目前市场
蔬菜交易量逐步上升。随着河北、内蒙
古等北方蔬菜集中上市，后续运力持续
恢复，在无极端气候影响下，上海市场
蔬菜供应预计将得到更好保障。

“美团买菜、美团闪购着力协调其
他业务的仓配资源，通过3至5倍供货、
实时补充分拣和配送人员等措施，全力
保障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市民生活
所需。”美团买菜有关负责人表示。

郭丽岩说，展望今年后期，我国重
要民生商品生产稳定、供应充足，特别
是随着应季鲜活农产品大量上市，市
场供应量有望持续增加；各地物流堵
点卡点疏导得力，跨区调运能力明显
增强，稳定物价具有坚实基础，国内
CPI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有
望进一步回落

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PPI同
比涨幅已连续7个月回落。其中，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1.3%，
为2020年9月份以来同比首次下降。

“今年以来针对大宗商品价格明
显上涨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果断出手，

及时采取供需双向调节、加强市场监
管、做好预期管理等措施，打出保供稳
价的政策组合拳，坚决遏制价格不合
理上涨。”郭丽岩说。

受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因素影响，
我国能源外部压力有所增加，但总的
看，能源供需保持平稳有序仍有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此
前介绍，5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
到1.59亿吨以上，同比增加5000多万
吨；主要油气企业成品油库存保持高
位运行，天然气管存、罐存均处在高位
水平，能够有效保障需求。

6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指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和夏种顺利
开展，保障煤炭电力稳定供应，支撑物
价稳定。

中央财政下达资金300亿元为实
际种粮农民发放补贴；自今年5月1日
至2023年3月31日，对所有煤炭实施
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加快煤炭
优质产能释放，完善煤炭中长期交易
价格机制……

“尽管地缘政治冲突仍在扰动国
际能源和粮食市场，但国内口粮自给
自足、煤炭资源能够满足需求，加之保
供稳价政策持续发力，国际大宗商品
输入性影响可防可控，预计后期 PPI
涨幅有望进一步回落。”郭丽岩说。

记者 魏玉坤 陈爱平
新华社北京电

保供稳价有保障
——透视5月份我国物价数据

地处柴达木盆地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在已建成千万千瓦
级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新开工建设中广核20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
目等5个新能源项目。目前各项目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图为青海中
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光伏光热多点开花
柴达木盆地亮起“点点繁星”

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来临，全国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拉
开帷幕。展演展示、互动体验、产品
展销……越来越多非遗项目线上线
下融入现代生产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
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
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新华社记者近期在多地调研，感
受非遗传承发展情况。

为“绝活”注入青春气息
山西省新绛县“90 后”小伙儿蔺

霄麟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前往韩国学
习现代陶瓷工艺，如今毕业，他毫不犹
豫返乡。“我的目标就是要传承好澄
泥砚。”

澄泥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孕于
秦汉，兴盛于唐宋，明代达至炉火纯
青。因看似碧玉，抚如童肌，叩之有金
石之声，用则腻而不滑，发墨而不损
毫，它的制作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爷爷和父亲都是澄泥砚制作技艺
的传承人，蔺霄麟从小耳濡目染，渐渐
喜欢上了这“泥土间”的艺术。

留学归来后，蔺霄麟大胆创新，通
过调整窑温及窑内氛围，使澄泥砚的
颜色从原来的3种增加到8种，并在设
计上注入更多青春元素。他还充分发
挥互联网优势，通过开网店、直播等，
让澄泥砚走入更多年轻人视野。

“我希望在保留澄泥砚传统内
核的同时，融入更多时代元素。”蔺霄
麟说。

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人加入，传统
的“非遗”正被赋予当代审美内涵，重
回生活。

你见过会变脸、喷火的木偶吗？
31岁的徐宁通过创新，为省级非遗项
目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注入新活力。

徐宁出生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
人称杖头木偶为“肘娃娃”。娃娃以木
头作为撑杆，外面装饰戏服、头饰等，
唱戏的人用手肘把木偶撑起来，掌控
着娃娃的表情和动作，以应和秦腔唱
词。在娱乐匮乏的年代，当地婚丧嫁
娶都要唱一出杖头木偶戏。

在四川上大学时，徐宁迷上了川
剧变脸和吐火，跟随恩师刻苦学习 4
年。毕业后，他回到张掖市在甘州区
文化馆工作，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不
受年轻人欢迎”的困境深深刺痛着
他。他下决心为木偶戏寻找新路。

3年时间，徐宁制造了一套装置，
成功将变脸、喷火与木偶相结合，使表
演更生动精彩。2020年首演，全场沸
腾。从此，学校、乡村、景区成为他的
舞台，一年公益演出100多场。

“我在‘活化’传统文化的路上迈
出了第一步，孩子们‘想学’的热情让
我看到了希望。”徐宁说。

在精彩生活中“活化”
黄布为皮，昂首站立，圆鼓鼓，胖

墩墩，憨态可掬又威风凛凛。这就是
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布老
虎——山西黎侯虎。

在山西黎城县，人们对虎文化的
喜爱由来已久。虎在民间有赐福、镇

宅、增寿、生财等文化内涵，老百姓更
是把它看作陪伴儿童健康成长的吉祥
物。这种风俗深深植根于黎城人的生
活，他们给当地布老虎起了一个霸气
的名字“黎侯虎”。

随着黎侯虎知名度提高，订单增
多，尤其虎年销售火爆。今年过年期
间，48岁的传承人李小梅就收到了20
万元的订单，虽然百余人帮忙，产品依
旧供不应求。黎城县北桂花村村民李
京芬在照料家里 4 亩多地的空闲时
间，专为李小梅供虎尾、虎耳朵，每月
增收千余元。

黎城县文旅局局长郭磊介绍，目
前，黎城县有黎侯虎专业从业人员
500余人，年产5万只黎侯虎，带动每
户增收一万余元。

据统计，我国 73%以上的非遗项
目保存在乡村。近年来，多地依托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新非遗产业，为
群众增收拓宽门路。

2021 年 6 月，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福
建省的沙县小吃榜上有名。在被誉为

“沙县小吃第一村”的沙县俞邦村，村
口的千年古樟树、墙上沙县小吃卡通
形象标识与香气四溢的小吃，共同迎
接着来往行人。

这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如今是3A级
旅游景区。游客在村里可以吃、玩、住、

带货，2021年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俞邦村党支部书记张昌松说，20

余年来，沙县通过成立小吃培训学校、
开办小吃文化节、在全国各大城市成
立联络处、给予大城市开店者奖励等
措施，使沙县小吃从一个摊点、一家门
店向标准化、连锁化发展。目前，沙县
小吃带动就业30万人，俞邦村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增长到2.8万余元。

非遗门类众多，涵盖生产生活方
方面面。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在乡村
振兴中大放异彩，在传承中焕发新活
力，呈现着蓬勃发展的新态势。

让非遗项目绽放时代芳华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目前，我

国已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
录体系，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
项。学手艺难，守手艺更难。不同非
遗的生存状态苦乐不均，部分非遗面
临产品没市场、传承“断档”等难题，如
何深入挖掘和提炼非遗内涵，使其适
应时代发展成为新兴课题。对此，一
些基层工作者期望：

——因势利导，提供发展空间。
绍兴黄酒、越窑青瓷、绍兴铜雕……在
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首个“绍兴非
遗客厅”于去年开业，集聚了当地 30
多项优质非遗资源。绍兴市文旅部门
和街道办事处合作，引进非国有的越

红博物馆来负责建设、经营，当时还提
供了房租减免政策。“项目集中到‘客
厅’里，希望形成规模效应，让大家抱团
发展。”这个博物馆也是绍兴市级非遗
越红工夫茶的传承基地，馆长杨思班
说，非遗项目投资周期长，离不开政府
扶持，应当积极探索政府力量主导、民
间力量运营的新方式，为非遗项目提供
更多展示、销售场所，打开发展空间。

——打牢精神印记，为传承续薪
火。在文化大省山西，多地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非遗进校园活动，左权县示
范小学将左权小花戏编排成“花戏”课
间操；祁太秧歌进入太谷县中小学第
二课堂……在甘肃，兰州职业技术学
院更是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
通过引进工美大师、传承人等，让学生
接受艺术理论修养和传统手工技艺训
练，培养综合型人才，打造甘肃省非遗
手工技艺传承基地，学生就业紧俏。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杜军等建
议，应当继续鼓励非遗项目进学校、入
教材，为古老技艺注入崭新力量。

——立足非遗传统，发掘市场力
量。近年来，山西霍州市成立多家手
工制作花馍的工厂，非遗传承人韩爱
英就在其中一家当技术指导，用老酵
母发面、散发着麦香的花馍已远销全
国多地。在与花馍“零距离”接触中，
越来越多年轻人感受到非遗魅力，激
发热爱、传承的拳拳之心。基层文化
工作者认为，在传统文化热潮持续高
涨的当下，非遗传承可以将精神财富
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双丰收”，要鼓励非遗与现代
生活相连接，发掘“非遗”文化IP,开掘
产业和市场富矿。

记者 赵东辉 王学涛 陈志豪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新魅力 新天地
——非遗传承发展观察

今年以来，重庆市铜梁区通过密集出台涉及工业企业发展的金融支
持、用工保障、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系列措施，助企纾困，促进区域
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图为重庆精鸿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
生产车间内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助企纾困支持工业经济发展

上图：6月11日，海南省三亚市的
一名小朋友在展示黎族织锦技艺。

下图：6月10日，山东省枣庄市民
间艺人赵作堂（左二）在向烙画爱好者
传授非遗烙画技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雨
萧 王悦阳）国家税务总局10日
数据显示，截至6月9日，全国已累
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
超2万亿元。

在国家税务总局召开的“落
实留抵退税政策 助力稳住经济
大盘”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
务总局新闻发言人荣海楼介绍，
这 2 万多亿元主要包括三部分：
一是 4 月 1 日至 6 月 9 日，已有
14250 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
上，再加上一季度继续实施此前
出台的留抵退税老政策 1233 亿
元，已累计有15483亿元退税款退
到纳税人账户，超过去年全年办
理退税规模的两倍；二是1至4月
全国新增减税降费 2440 亿元，包

括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增值税优惠
政策新增减税 335 亿元，“六税两
费”减半征收政策新增减税降费
476亿元，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
税所得额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部
分再减半征收政策新增减税 164
亿元等；三是继续实施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缓缴政策累计缓缴税费
4289亿元。

“在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
策落实方面，从企业看，微型、小
型、中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集中退
还基本完成，小微企业依然是受益
主体。”荣海楼说，4月1日至6月9
日，已获得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
企业占比94.9%，共计退税7039亿
元；中型企业占比4.4%，共计退税
3412亿元。

我国今年已新增退税减税降费
及缓税缓费超2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