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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引智 广纳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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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智全球 合作共赢

%&

举行金融资产投资峰会

苏州致力打造古城保护“升级版”
!风貌相融"串起人文自然风情

! ! ! !本报讯 以“广纳高端人才智力、助推实体
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第十八届如皋科技·人才洽
谈会日前在如皋举行。其间，如皋推出了科技人
才对接峰会、第二届国际司法鉴识教育研讨会、
如皋市第三届“梦想之星”创业大赛等系列活
动，一批科技人才及投资合作项目成功签约。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届国际司法鉴识和教
育研讨会由著名国际神探李昌钰博士牵头，吸
引来自美国、俄罗斯、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 !"#

位司法鉴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行业大咖。会
上，近 $%位国内外刑侦鉴识科学顶尖专家进行
了演讲，共同签订《战略联盟倡议书》。上海政法
学院、南通大学与美国纽黑文大学签订共同办
学备忘录。未来将搭建刑侦鉴识科学专业类教
育平台，为专业刑侦鉴识人才培养提供支撑。

李昌钰博士以精湛独到的刑事侦查享誉
国际，因屡破奇案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据
悉，去年 !! 月，李昌钰博士捐其毕生所藏在
家乡如皋建立了全球首家刑侦科学博物馆，
已累计接待参观学习 &% 余万人次，成为鉴
识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刑侦技术和设备研究
的重要载体。 邵亚丽 钱钰璐 马志刚

! ! ! !本报讯 以“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的
第六届全球（南京）研发峰会近日在江北新区举
办。本届峰会吸引来自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
域的 '%%多名海内外嘉宾，创下历届新高。
峰会上，参会嘉宾多方交流研讨，寻求跨国

技术转移项目合作。“枫杨生物合作项目”、“德
司达全球研发中心”等 ()项南京重点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其间，还举办了智能制造技
术转移大会、“一带一路”创新合作与技术转移
联盟专题对接等专场活动。 胡潇

盱眙!"虾稻米#喜获丰收

昆山巴城再现“玉山雅集”胜景
昆剧!梁辰鱼奖"明年起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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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方翔）为促进机构与投资方
需求匹配最大化，阿里拍卖平台联合中国不良资
产行业联盟于近日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共同举
办首届阿里拍卖金融资产投资交流峰会。
峰会期间，阿里巴巴集团与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达成战略合作。阿里巴
巴创新业务事业部总经理卢维兴表示，阿里拍
卖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资产交易的作业平台，
形成资产交易的网上信用机制，让更多资产能
交易，更多人参与交易。

! ! ! !本报讯（记者 方翔）近日，#%余位研
究昆曲的专家学者、&& 个昆曲学社和 !%%

余位爱好者齐聚昆山市巴城镇，共同探究
昆曲渊源，研讨昆曲文化。作家杨守松新作
《昆曲大观》正式首发。同时，中国昆剧古琴
研究会授予巴城镇“教学传承基地”称号。

!*+%多年前，唐代宫廷乐师黄幡绰吸
收民间歌调在巴城传戏，并创作“傀儡戏”，
逐步发展为“昆山腔”，成为昆曲的缘起；距
今 ,%%多年前，元代文化大家顾阿瑛在阳
澄湖畔组织的“玉山雅集”，为“昆山腔”融

合发展厚植了文化底蕴，促进了昆曲的流
传发展；距今 '%%多年前，明代戏剧家巴城
人梁辰鱼用明代戏曲家魏良辅的“水磨腔”
填词，使昆曲正式登上舞台，演变为昆剧。
昆曲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巴城清晰呈现。

据了解，下阶段，巴城还将持续努力，
全力打造昆曲特色小镇，建设昆曲文化遗
址公园、西浜曲社、昆曲大剧院等一批艺
术载体，为昆曲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从
*%-# 年起，巴城重阳曲会还将设昆剧“梁
辰鱼奖”，于每年的曲会期间，围绕昆剧创

作、表演、传播等开展评奖活动，并努力将
“昆剧梁辰鱼奖”打造成为昆剧界一项有
重要影响力的艺术评奖活动，以此推动
“昆曲小镇”的昆曲文化进一步做大、做
强、做优，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提升
“文化自信”。

此次活动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昆
山市文广新局、巴城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旨在推动昆剧院、昆曲曲社、昆曲爱好者直
接交流，提升昆曲活力，厚植“昆曲小镇”的
底蕴和脉络，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 ! !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日
前，全国首个高校丝绸博物馆
在浙江理工大学落成。该馆是
浙江理工大学助力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激励师生、凝聚校
友、化育民众，传播丝绸文化，
加强丝绸教育和创新丝绸科技
的载体。同时，也是浙江省在加
强优秀文化传承、促进文化繁
荣发展中取得的又一项成果。
该博物馆位于浙工大下沙校区
国际会展中心，总面积近 &%%%

平方米，以“世界视野，中国高
度，江南韵味、浙江特色、理工
水平”为定位，以实物展示为主
体，辅以图文说明和多媒体演
示，融传统工艺和现代高科技
于一体。据悉，博物馆现有收
藏品一千余件（组），包括大量
现代珍贵的丝绸国礼，譬如
.*+杭州峰会礼服，非遗传人
大师作品，以及丝绸史料、手
迹、机械设备等。这些藏品大多
由学校离退休教师、学生、校友
和社会各界捐赠。

浙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吴锋民表示，浙江理工大学丝
绸博物馆承载着“浙理人”传
承弘扬五千年中华丝绸文脉
的梦想，凝聚着几代“浙理人”
的夙愿。它不仅是一座丝绸文
物宝库，更是一座高水平的艺术品展示
厅，为世人了解中国五千年丝绸文化、
浙江丝绸之府特殊地位，以及学校在丝
绸教育、丝绸科技和丝绸文化上的特殊
贡献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未来，学
校将不断吸纳最新的丝绸教育、文创成
果，积极为中华丝绸文化作出贡献。”吴
峰民说。

! ! !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经济发展离不
开金融业的支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逐
渐推进，涉及金融的纠纷案件必然增多。为
更好地审理该类纠纷，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维
护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体系良性运行，日
前，浙江省首个“金融纠纷化解平台”在杭州
市上城区法院上线运行。该平台将提供从立
案、审判到执行的全流程线上服务，当事人
只需登录平台官网，足不出户就可打官司。

据介绍，在金融纠纷案件中，尤其是金
融借款纠纷中，大部分作为原告的银行、小

贷公司、担保机构等金融机构，会有大批量、
类型化的诉讼案件。“通过该平台，当事人在
办公室即可实现批发式的立案、缴退诉讼
费、开庭、举证、申请执行等，有效节约了时
间和经济成本。”上城区法院副院长周莹说。
此外，平台还将发挥“智库”作用。周莹

表示，通过深度挖掘平台的大数据，及时总
结金融案件反映出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安全
新问题、新情况，为金融机构、主管部门提供
专业司法建议，起到防范风险预警作用，从
而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浙江首个“金融纠纷化解平台”上线

! ! ! !秋风起，稻子黄，又是一年秋收时节，
沉甸甸的麦穗正弯着腰等待收割。近日，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明祖陵镇内，-&/0万
亩“虾稻米”已渐成熟，许多农民趁着晴好

天气陆续开镰收割。据了解，“虾稻米”采
用“虾稻共生”方式种植，真正实现“一水
两用，一地双收”。

周海军 摄影报道

! ! ! !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 *'个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的苏州。近年来，在古城保护方
面一直在努力，特别是 *%-*年成立的姑苏区
更是高度关注。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苏州姑
苏区作为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
区，理应为全国古城保护工作做出示范，甚至
对世界范围内的古城保护也要起到引领作
用。近日，苏州姑苏区召集专家、学者，就如何
更好地保护古城建言献策。

实施古城!活态保护"

城市最大的功能是居住。近年来，人们对
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苏州人特别
是年轻人正在逐渐搬离古城，从而形成了现
在被戏称为“穷老外”的古城人口结构。“古城
保护，不能以排斥发展、牺牲居民的生活质量
为代价。”苏州文史专家徐刚毅说，建设和保
护工作如果忽视公众权利，就无法有效调动

公众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在他看来，作为唯
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应该在现有
古城保护的基础上，继续实施“活态保护”。

今年以来，苏州姑苏区在做好经济、民生
发展等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古城保护示
范建设、老旧区域环境改善提升、城中村环境
综合整治、交通综合整治等民生工程。对此，
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院院长夏健
非常赞同。他认为，下一步应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风貌"融合全民参与
“古城保护，很多地方都在做，方法各不

相同，成效也不一样。”夏健表示，这项工程涉
及方方面面，即便是政府部门，也有“条”和
“块”的划分。应该将保护职责明确落实到所
属部门，强化一线保护行政执法力量，吸引大

量志愿者参与，实现有效管理。
苏州市非遗保护研究员龚平表示，从苏

州历史文化名城全方位保护的角度来看，“风”
与“貌”必须相互融合。目前，区域内有一大批存
续状况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传统技艺
项目资源，赋予了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灵魂
所在与独特神韵。如：苏州地方特色的孔子文
化节、“冬至大如年”、“枫桥夜泊”等民俗项目1

还有昆曲、苏州评弹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
曲艺项目。龚平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首先要有传承苏州城市记忆与传统技艺的人，
其次要有展现苏州古城风貌的物，只有两者兼
备才能让人体验到传统的“苏式生活”。

打造古城特色产业链
时下，我国旅游业已进入全民旅游休闲

时代，龚平建议，适当推出不同档次的客栈，
能满足游客在古城体验“苏式生活”，并以古

城独有的优势为基点，游太湖、游古镇，开展
各类旅游休闲活动，传承非遗文化，进而壮大
苏州的“休闲经济”。同时，还要解决好苏州古
城的交通问题，发展富有古城特色的公共交
通工具。“想要打造古城特色，就要改善区域
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这是形成产
业链的基本要素。”龚平说。

那么，古城保护应做好哪些对接项目呢2

徐刚毅认为，交通是古城需要专门研究的课
题，可以结合古城特点，适度发展环古城水上
交通。比如说：可以设置水上巴士交通点，为
游客提供方便。另外，在产业布局上，还需注
重与苏州古城有关的产业。比如说：丝绸，可
以通过商家来传承江南织造，最终形成“政府
引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古城保护模式，
这些都将有力推动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
协调发展，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古城保护起到
引领作用。 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管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