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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晓鸣）6月15日零
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

行图。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此次调图，长三角铁

路部门着眼暑期客货运输市场新需求，

长 三 角 铁 路 旅 客 列 车 开 行 总 数 达

1325.5对，货运列车开行总数达1345.5

对。其中，首次尝试开行上海—上海虹

桥G8388/9/8次大环形高铁列车1列，

将上海、南京、合肥、杭州4座长三角城

市串联，单向行驶里程超过1200公里，

沿途连接黄山、九华山、千岛湖等多个

风景名胜区，全程停靠长三角三省一市

共19座车站。

新图中，利用池黄高铁线路走向，

通过列车区段调整和延伸，安排开行上

海—上海虹桥、上海虹桥（上海）—安庆、

上海虹桥（上海）—黄山北、上海虹桥（上

海）—黄山西、上海—合肥南等管内方向

高铁列车4对。新图进一步优化动车组

列车开行结构，把长三角向稀缺方向增

能、助力城际通勤、兼顾商务出行等作为

重点，另外增开直通动车组列车5对；对

长三角始发（经由）前往青岛、济南、荣成

等多个稀缺方向作了运能补充。

此外，新图进一步拓展国内快捷物

流圈，增开跨局快运班列6列，其中中

欧班列1列、多式联运班列2列。利用

沪苏通通道能力，增开管内区段列车2

列，为重点物资运输提供有力支撑。

串联上海南京合肥杭州4城，单向行驶里程超    公里

长三角新增环形高铁列车

本报讯 昨天是“六一”国际

儿童节，中国少年先锋队上海市

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

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团中央

书记处第一书记、全国少工委主

任阿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莉新，市政

协主席胡文容出席大会，向大会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少年

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全市广大

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工作者

表示诚挚问候。

市领导赵嘉鸣、张为、李政、

华源出席大会。

会前，陈吉宁等与会领导与

少先队员们一起观摩了红领巾小

社团活动展示。卢湾一中心小学

的“红喇叭”小讲解员把“党的诞

生地”的故事娓娓道来；嘉一实验

初中的少先队员操作着自主设计

的人工智能变形车协力完成应急

救援等场景任务；高境科创实验

小学的花样跳绳把“快”“炫”演绎

得淋漓尽致；广中路小学带来的

龙狮文化技艺让人充分体验传统

艺术之美；西郊学校的“红领巾”

们巧手揉搓小小面团，生动有趣

的面塑作品跃然指尖……与会领

导驻足倾听，端详作品，参与体

验，为少先队员们自信自立自强

的精神面貌和致力于实现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努力成果点赞，

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六一”重要回信精神，牢记

殷殷嘱托，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

好时光，刻苦勤奋学习，坚持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更好砥砺品格，

磨炼意志，增长本领，把对未知的

好奇心、想象力与探求知识、探索

真理的过程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在学习实践中不断开拓眼界、开

阔思路、创新创造，着力增强独立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脚踏实地

把一个个梦想变为美好现实。牢

记上海这座光荣之城是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地，赓续红色血脉，传承

红色基因，从小听党话、跟党走，

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

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团组织和

教育部门要关心、关爱、关注少年

儿童的健康成长，让每个孩子拥

有幸福童年。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和嘹亮的

队歌声中开幕。陈吉宁、龚正、黄

莉新、胡文容分别为上海市红领

巾奖章“十佳”四星章获得者、第

二届上海市少先队辅导员“幸福

人生”风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第

二十一届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

士”、少先队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

会“十佳提案”颁奖。

阿东祝贺大会召开，并祝广

大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他表示，

新征程上，上海少先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六一”重

要回信精神，深化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部署

举措，加强少年儿童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引导少年儿童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

梁之材。要巩固深化少先队改革成果，用好红色资源和新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资源，完善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拓展育人空

间，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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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山海不
为远，千里心相连。日前，上海市卫

健委带领上海20家三甲医院30余名

医疗专家赴西藏开展巡回医疗，并慰

问上海“组团式”医疗援藏专家。赴

藏专家涵盖内、外、妇、儿、中医等

多学科，他们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江孜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把上海优

质医疗服务送到雪域高原群众的“家

门口”。

上海对口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已

建成三甲医院。此行带队的上海市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虞涛介绍，上海通

过以一家三甲医院的优势学科对接

当地一个学科的“以院包科”等方

式，推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向“强

三甲”目标发展。在此期间，上海

医疗援藏工作通过完善引才、育才机

制，为受援地持续培养多层次医疗卫

生人才。

作为夯实“组团式”援藏工作的

新项目，此行中，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与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签订

远程医疗合作协议。当日，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

敏教授就利用5G等技术，为当地患者

进行跨越千里的远程会诊。

巴桑是拉萨一名卵巢癌患者的家

属，得知在日喀则有上海专家义诊，

特地驱车从拉萨赶往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然而，由于堵车，他赶到医院时

义诊已结束。经打听，巴桑赶到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郑重下

榻的宾馆。郑重热情接待了巴桑，为

患者制定了后续治疗方案。

此行义诊现场，上海市皮肤病医

院诊桌前排起长队。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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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度 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兴盛的根本指针
新气象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新使命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展现新气象 开创新局面
——写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     年6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
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强音。一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引，于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汲取自信力量，亿万中华儿女向着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阔步前行  刊第三版

5月31日举行的2024年上海科技节闭

幕式上，市科委启动“科学好问题”征集活

动，鼓励以青少年为主的全年龄段公众积极

提问。活动将从来自民间的“好奇之问”中

选出100个科学好问题，邀请相应领域科学

家回答。

不仅上海全城寻“问”，科学界也在鼓励

提问。近年来，中国科协持续开展问题难题

征集活动，全国各学会纷纷建立本领域问题

难题发布机制。从如何实现低能耗人工智

能，到气候变化背景下作物如何适应环境，

一批前沿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

术问题的征集发布，正引导更多科学家眺望

未来。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 ·凯利在3年

前曾经预言“影响未来的12大趋势”，“提

问”赫然在列。当科技发展让人类的解题

速度不断加速，改变世界的颠覆性创新不

断涌现，提问为何愈发重要？凯文 ·凯利的

解释是，因为回答越来越便宜，提问越来越

贵了——我们必须教会人们怎么去提问，它

就像引擎，推动人的思维不断去创造。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

更重要。”爱因斯坦百年前的这句名言不

仅没有过时，反而在当下更凸显其意义和

价值——好问题不仅关乎好奇心，更关乎科

学与人类的未来。

“动动手指”与“过过脑子”

鳄鱼的咬合力是多少？量子纠缠就是

心灵感应吗？当搜索成为一种学习方式，

在任何能接入网络的地方，都可一键获取

知识。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像人的AI来

了。科幻作家江波说，我们这个时代，答案

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比起答案，我们更

需要挖掘答案的能力，而提问正是接近答案

的钥匙。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领域知名学者、斯

坦福大学教授吴恩达表示，尽管ChatGPT的

知识储备非常丰富，但很少有人能够一次性

得到满意答案，我们需要根据输出结果，不

断修正提示词给予它反馈。百度创始人李

彦宏在《大模型改变世界》的演讲中预测，10

年后，全世界有50%的工作将是提示词工

程，“所以我们的教育首先要教会学生提出

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给出新的提示词，其实包含了你对答案

的思考，这与提问的逻辑一致。美国教育家

迈克尔 ·史蒂文斯创办了一个收集人们提问

的频道，并挑选其中有意思的给予回答。他

认为，没有问题是愚蠢的，任何问题都隐藏

着思考方向。比如，当有人问“影子有多重”

时，潜台词是“影子究竟是什么”；而如果你

想回答“镜子是什么颜色”时，需要了解大量

关于镜面反射、光的本质等的“为什么”。

AI时代，无论输入什么问题，大模型总

能给出答案。而如果大模型是答案，那么问

题是什么？基于这样的“AI之问”，李彦宏表

示，谁拥有提示词工程能力，谁就拿到了释

放大模型强大生产力的钥匙。凯文 ·凯利也

曾不止一次强调，“更好提问”是人类面对AI

的最好办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答案就在那里，等待

着一次次提问把它找到。谁能更早提出问

题，也意味着谁能更早解决问题。“提问是很

难的。”在江波看来，如果你想得到一个答

案，只要动动手指，但想要提出一个问题，就

得先过过脑子。

新问题开启新时代

15世纪，意大利人哥伦布读到葡萄牙诗

人卡蒙斯的诗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后，

提出了他的问题：大海的另一边是什么？于

是，哥伦布4次横渡大西洋，最终发现新大

陆，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充满冒险与

发现的时代——大航海时代。

量子物理学的诞生则源于一个原子发

光问题。普朗克、玻尔、爱因斯坦等一众物

理学家对“原子为什么会发光”的探究与求

证，促使物理学从宏观走向微观，引发了后

续量子力学时代的开篇。

“提问是智慧生物的基本能力。当人们

注意到一些新的过程或存在，自然就会产生

疑问。对疑问的解答，不断提升着人类的生

存能力，增加人类的知识储备，从而不断产

生新的科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曹则贤说，科学是靠提问问出来的，只有

把问题提对了，答案才能走在正确的路上。

因此，那些提出“好问题”的科学家总能

第一时间收获同行的注意力。比如，1988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利昂 · 莱德曼提出的

“如果宇宙是对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么问题

是什么”的问题，至今仍牵引着曹则贤的思

绪。曹则贤认为，问题即看待世界的角度，

一个好问题可能就会打破常规、颠覆传统，

开辟一个新世界。

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

交汇期，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亟需一批好问

题来开启。 ▼ 下转第三版

好问题不仅关乎好奇心，更关乎科学与人类的未来

创新涌现的时代，为何提问愈发重要

■“好问题”之问①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在采访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
保护、日常化传承、创新性发展鲜活案
例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越来越多传承人
达成了共识——今天的非遗传承已不仅
是让古老的技艺不“断档”，更是在现代
社会生活中重新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院派”年轻人
投身非遗传承，如今不再鲜见。他们为
传统文化的延续与活化，贡献着独特的
力量。

郑名川说话不急不缓，采访过程中，
他那份淡然的坚定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坚定，既是对于20多年前“误打
误撞”舍弃绘画梦、将木版水印技艺作为
职业道路的自信，更是在喧嚣纷繁的当下
对于木版水印技艺该往哪里走的清醒。
比如，非遗传承应跳出技艺本身，放眼
更广阔的保护生态；比如，非遗的活
化、跨界，需要遵守技艺本身的特性与
规律。

以郑名川为代表的新一代传承人深
信，只有让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理念深
入人心、对于非遗的认识更加全面，古老
的技艺才能真正活在当下，面向未来。

坚定与清醒
记者手记

前不久，就在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再度

入选新一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名单之时，这门古老的技艺也

在暗暗“憋大招”——文化出海。目前，朵云

轩木版水印作品正在亚马逊海外版陆续上

线，包括谢稚柳、陆俨少等海派名家的画作

率先“走出去”。

延安西路上的朵云轩集团大楼，前年特

意拓宽了临街的玻璃窗，过往行人一眼便能

瞧见常设的木版水印展厅，其中就有前段时

间于上海博物馆“对话达 ·芬奇：文艺复兴与

东方美学艺术特展”中热展的唐伯虎名作

《秋风纨扇图》。

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的朵云轩

木版水印技艺，将中国书画作品的笔情墨

韵原汁原味再现，2008年跻身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做好非遗传承，尤其是像我

们这样的传统技艺类，核心是活态传承、活

力再现。一方面在于人才端，搭建传承梯

队，另一方面在于产品端，让它赋能当代品

质生活。”对于木版水印的未来，郑名川有

着清醒的认识。在日前公示的第六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

作为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传承人的他赫然

在列。

条件艰苦、后继乏人？此前外界对于包

括木版水印技艺在内很多非遗的“想当然”，

渐渐不复存在。朵云轩木版水印工作室窗明

几净，抬眼便能望见院内的浓荫。这里，却也

依然保留着一些“返璞归真”。趴在案台前，

工匠们反反复复与毛笔、刻刀、棕帚、棕耙、

膏药、衬纸等质朴的工具打交道，钻研着摹、

描、伐、刻、挑、剔、刷、掸、耥、砑、衬、晾等纯

手工工序。 ▼ 下转第二版

朵云轩郑名川厘清传承思路，在物质载体创新上勇敢尝试

让古老木版水印技艺赋能当代品质生活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

性，深入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振奋人心的号

召——“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历史文脉如何赓续传承？古老文明如何焕发新生？

一年以来，上海的文化工作者不断深入思考从“宅兹中

国”到“何以中国”的时代命题，为激活中华文化“一池春

水”展开了生动实践。本报今起推出“走近文化传承人”

专栏，走近考古发掘、重大发现背后的孜孜以求者；探究

非遗技艺、国风国潮、推动传统文化与青春一代双向奔赴

的创新开拓者……以文化传承发展的一路长歌，激荡时

代浪花，激励更多人共同谱写中华文明的当代华章。

开栏的话

■本报记者 范昕

右图:受到藏家追捧的朵云轩首部自主选辑雕印木

版水印笺谱《朵云诗笺谱初集》，是郑名川的集辑编撰代

表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