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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北山村灾后重建 电力保
障确保民众温暖过冬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获立法保护

法国漆艺家“漆”遇中国大巴山

   中新社
   作者 张旭
　　割漆、制漆、制作
漆艺作品……虽已入
冬，在重庆最北端的乡
镇城口县北屏乡，法国
人文森·漆的创作生活
仍然火热。这里位于大
巴山腹地，文森·漆在
此“隐居”、创作，已
达两年有余；而他的寻
“漆”之旅遍布川渝两
地，持续 10 余年。
 　文森·漆 1977 年出
生于法国图卢兹，因高
档家具修复而接触漆
艺，后被深深吸引。如
今，他已是一名漆艺家，
创作的漆艺作品长期在
法国、泰国，以及中国
香港、北京、上海、成
都、重庆等地展出。
　　漆，又称大漆，是
一种天然树脂涂料，中
国、日本、东南亚均有
大片漆树林。割开漆树
树皮之后，会流出天然
的漆树液，经过加工后
就变成了常见的大漆涂
料，相关的割漆、制漆、
用漆技艺，是为漆艺。

　　文森·漆为何要不
远万里来中国学习漆
艺？
　　“在西方，一些人
会觉得漆艺来自日本。”
文森·漆说，他接触漆
艺之初，并不知道中国
漆艺。直到10多年前，
他受友人之邀，来到中
国，才见识了这里源远

流长的漆艺。
　　文森·漆在博物馆
里看到了数千年前的木
胎朱漆碗，这一出土自
河姆渡遗址的器物，被
证明是中国最早的漆器
之一。“中国川渝地区
漆树多，漆艺传承也较
好。”他说，这是自己
这些年“扎根”川渝的
原因。
   文森·漆的汉语比
较流利，这使得他可以
不借助翻译，同学习对
象沟通。他先后拜师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大漆匠、割漆人等，学
习割漆、制漆技艺，了
解漆树的一切，也从当
地人的生活、传统的技
艺里获取养分。
　　来中国之前，文
森·漆只购买过大漆涂
料成品，跟师傅们学习
后，才知道“百里千刀
一斤漆”的割漆过程，
体会割漆的不易。这对
于他的创作而言，同样
能带来惊喜、灵感。“漆
是有性格、脾气和温度
的。”文森·漆说。
   作为漆艺家，文
森·漆以在川渝地区的
沉浸式生活，为艺术创
作提供灵感。他熟谙当
地的风土人情，可以在
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之间
“自由切换”，还会研
究一个词语的中文、英
语、法语表达方式。他
还到各地去调研，学习
侗族织布技艺，从兵马

俑、重庆荣昌夏布中寻
找灵感。不过，在博物
馆，他会心情复杂，因
为看见好的东西消失或
即将消失，就“很难过”。
　　因为热爱中国漆
艺，文森·漆对中国传
统文化也很感兴趣。他
的书桌上，有敦煌壁画
的书籍、图案，他也跟
记者聊起“唐代、宋代
的样子”。文森·漆说，
现代人无法亲身经历那
个时代，但在创作中，
他会“进入”那个时代。
　　城口盛产漆树，出
产的“大木漆”附着力
强、光泽度高。此前，
文森·漆常常到这里购
买生漆。两年多前，他
索性到此居住，因为这
种“隔壁就是漆树”的
创作感，很踏实。为了
支持他，同样热爱艺术
的中国妻子肖蓉也陪他

“隐居”大巴山。
　　在城口，不少人慕
名而来，向文森·漆学
习漆艺。其中，既有来
自四川、重庆的，也有
来自武汉、吉林等地的。
只要是潜心学习的，文
森·漆都会尽力给予指
导，他的学生也越来越
多。平日里，他也会向
策展人推荐自己的学
生。
　　在文森·漆看来，
漆艺是一门可以影响世
界的艺术。以法国为例，
当地很难见到漆树，但
是一直有从东方传入的
漆制屏风、漆制家具等
漆器，这让漆艺在当地
得以流传，也让他有机
会了解、学习、传承漆
艺。他很珍惜这种机会，
希望能为中国漆艺走向
世界，做点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情。

    中新网
　　作者 高雨晴 王竹
韵 闫孝冬
　　11 月以来，气温骤
然下降，五台山海拔偏
高，山区气温较县城还
要再低。“这段时间气
温突然下降，用电暖器
取暖，家里可比以前干
净多了，温度也比以前
高，家里老人穿衣再也
不用里三层外三层。”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石
咀乡石咀村村民李红梅
说。
　　而就在三个多月前，
受强台风“杜苏芮”登
陆影响，连日的山洪肆
虐，让位于五台山南北
麓的五台、繁峙两县部
分区域电力设备严重受
创，地势偏低的石咀乡
黑崖堂村、神堂堡乡杨
树湾村受到洪水、泥石
流等多股自然灾害冲击，
电力设备受损严重。
   “全村断电，村里村
外的道路都被冲毁，看
得见的电力设备也都倒
了。”忆及当时的场景，
黑崖堂村村民杨新林说，
别看现在村边河道里水
流平缓，几个月前，摧
毁的大树、冲垮的桥梁、
倾倒的电杆和混在泥泞
中的电线随处可见。村
路边的超市门外一片狼
藉，地面遍布巨大卵石
和水泥块，变压器连同
护栏一同倒地。
　　8 月 2 日，雨势稍
转弱，随着道路部分恢
复通行，电力工程车终
于开进通往五台驼梁景
区的黑崖堂村，身着蓝
色工装的电力抢修人员
的到来引来民众围观。
他们首先为临时抢险指
挥部供电进行接线，随
后先行修复部分电力设
备和电缆，并利用应急
电源车送电到村口的变
台，再通过变台送往村
民家里，保障村民照明
等基本用电需求。
   “我们石咀供电所成
了电力抢修临时指挥部，
按照‘先复电、后抢修’，

10 天实现有人居住村、
户全面恢复电力供应。”
石咀供电所所长王志杰
说。
　　国网忻州供电公司
运检部专责冯国青介绍，
“忻州繁峙、五台地区
电网受洪涝灾害影响停
运的变台及线路全部恢
复供电后，我们立即将
工作重心转为灾后重
建。”
　　根据此次受灾情况，
该公司制订重建方案和
技术原则，秉承“能迁
尽迁”原则，制定电网
迁改措施，将处于河道
内的电杆整线迁出，对
确无法迁出河道的电杆
更换为铁塔。同时实施
灾后重建项目 7 项，迁
改 10 千伏线路 14 条，
重建铁塔、电杆 720 余
根、10千伏线路51千米、
柱上变压器 17 台、更换
绝缘导线 35 千米，增强
线路抵御洪涝灾害的能
力，确保今年年底前恢
复至灾前水平。
　　有了稳定充足的电
力供应，五台、繁峙地
区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
进。如今的黑崖堂村，
村外村内柏油马路平坦
开阔，村口受损的 10 千
伏变台、河道旁的供电
线路已经重建完成，村
民房屋外安装了全新的
智能电表……
　　眼下正是初冬时节，
为保障民众清洁取暖、
温暖过冬，国网忻州供
电公司在开展灾后重建
工作的同时，做好清洁
取暖线路的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
  　“我们统筹公司力
量，用好数字化故障指
示，建立抢修分队，确
保供暖用电故障快速修
复，坚决守护好民众的
温度。”国网五台县供
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志
杰说。
 　窗外冬风萧瑟，屋内
温暖如春。可靠的电力
供应助力晋北山村焕发
新机。

2023 年 10 月，文森·漆在翻看敦煌壁画有关的书
籍、图案，寻找创作灵感。张旭 摄

2021 年 7 月 23 日，泉州天后宫。( 无人机照片 ) 
中新网记者 王东明 摄

   中新网电 (记者 龙
敏 )
   于 23 日举行的福建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决定批准《“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
保护管理条例》( 简称
“条例”)。
　　2021 年 7月，“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为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泉州世界遗产，泉州
市出台了《关于加强泉
州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要求
完善世界遗产相关法规
制度，并于 2023 年启
动立法工作。今年 10
月 20 日，该条例经泉
州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泉州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黄阳春介绍，制
定该条例将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对提升泉州世界遗产保
护管理水平、打造世界
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
具有重要意义。
　　该条例明确，泉州
世界遗产，是指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名录》的“泉州：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
贸中心”系列遗产，由
22处代表性史迹及其关
联环境所构成的整体。
泉州世界遗产保护管理
应当贯彻保护第一、加
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工作方针，遵循统一
规划、统一管理、分级
负责、统筹协调的原则，
维护遗产的真实性、完
整性和延续性。
　　该条例对世界遗产
活化利用进行专章规
定：一是促进传承利用，
列举多项推动世界遗产
活态传承和活化利用的
措施。二是推进共治共
享，要求政府统筹协调

世界遗产保护与城市发
展、民生改善的关系，
保障原住居民生活发展
权利，促进遗产保护共
治、成果共享。三是推
动文旅融合，鼓励开发
具有泉州特色的世界遗
产旅游产品；明确盘活
利用低效、闲置资源资
产，引进培育遗产相关
的文化旅游项目。四是
加强宣传推广，要求打
造“宋元中国·海丝泉
州”特色品牌，每年 7
月 25 日集中开展宣传

活动等。
　　该条例称，加强多
语种展示宣传，拓展对
外交流平台，扩大泉州
世界遗产的影响力。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屈峰副教授
认为，此次立法是泉州
主动接轨并丰富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国际规范的
重要实践，将进一步提
升泉州世界遗产保护管
理水平，也将为福建海
洋文化的创新性保护和
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制度
保障。

8 月 1 日，国网五台县供电公司石咀供电所员工抢
修线路 (资料图 )。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