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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厂房招租
位于晋江高速出入口附

近厂房招租，交通方便，水电
齐全，一楼、二楼面积共640
平方米左右，一楼空地占地面
积500平方米。
联系电话：18559059900

科考发现，青藏高原最早人类活动
可能出现在19万年以前。在拉萨邱桑
村，科研团队还发现了距今16.9 万至
22.6万年前世界最早的岩面艺术，让我
们接近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生活。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白石崖溶洞遗

址，研究团队发现了距今至少16万年的
丹尼索瓦人的下颌骨化石，揭示了这一
种群曾经生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
科考人员发现，丹尼索瓦人能利用区域
内的不同动物，具有较广的食谱范围，
揭示其对高海拔环境的较强适应能力。

姚檀栋表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
保护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步履不停，
探索不止。随着科考的持续深入，人类
正处于对青藏高原了解更透彻的时
期。未来，它的神秘面纱还将继续向世
人揭晓。

探索不止，青藏高原人类活动有多早？

加固清源山老君岩、修缮中宪第
演武厅、修缮晋江五店市、修缮中山
路清真饭店段等立面……60多年来，
陈实生继承传统闽南建筑的技艺，承
建了大量不同民居建筑、寺庙、祠
堂、宫庙、亭阁等，其中有世界文化
遗产景点、国家级文物和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等，足迹遍及全国多地和
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有力地
推动了泉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
弘扬我国优秀建筑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和认同感。

在承建过程中，陈实生带动木雕
行业、石雕行业及砖瓦厂、木工厂等
一同发展，对传承闽南传统建筑技艺
作出卓越贡献，也在培养不同工种匠
师、传承人方面作出重要贡献。陈实
生累计收徒60多人，包括他的儿子陈
钦钊、陈钦忠等人，陈钦钊、陈钦忠现
在分别负责承建项目现场施工、项目
技艺传承等方面工作，更让其欣慰的

是其大孙子也选择了古建修缮专业，
将来也能参与闽南传统民居建筑传承
工作。

陈钦忠先后加入中国建筑学会、中
国古遗址保护协会。他认为，闽南传统
民居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建筑
方位不仅与地形结合，居住环境还与磁
场密切相关，十分宜居。

“慢工出细活，做闽南传统民居建
筑要能吃苦，还要有极大的耐心，现
在很难招到年轻的徒弟了。”陈实生
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闽南传统民
居营造技艺的传承。为了更好保护和
传承这项技艺，已近八旬的陈实生，
近年来思考更多的是如何传承好这项
技艺及弘扬传统建筑文化，在继承闽
南传统建筑技艺系列丛书、系列工
具、建筑构件方面和图片影像、文件
图纸等方面做了大量收集收藏工作，
也期待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这项研
究工作。

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传承

重要成果集中发布

第二次青藏科考“大开箱”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亚洲水塔将进入超暖湿阶段、人类活动最早可能出现在19万年以前……
8月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领衔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

究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专家，带着本次科考十大任务的重要成果在拉萨进行集中发布。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
2017年8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以来，我国组织2600多个科考分队次28000多人次进行青藏高

原全域科考，不断解码地球第三极，向世界展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系列成果。 □新华科考发现，过去15年，青藏高原正在
变暖、变湿、变绿，生态系统呈现整体趋好
态势，但因气候暖湿化导致亚洲水塔失
衡，也为我们带来一些隐忧。科考模型预
估表明，亚洲水塔21世纪将进入超暖湿
阶段；21世纪末，部分地区冰川物质损失
超过一半……

“随着全球变暖、冰川消融，亚洲水塔
变得更暖更湿，引发失衡。”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邬光剑说，“在青藏
高原，一些海拔较低的小型冰川正在消
失，这与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趋势是一
致的。”

亚洲水塔失衡，如同冰川对储水量也
有收支平衡，“收入”来自降水等积累过
程，“支出”来自融化、渗透、蒸腾等消耗过
程。如果“收入”赶不上“支出”，冰川就会
出现负增长。

河流径流整体增加，亚洲水塔供水能
力增强……科考评估结果表明，尽管亚洲
水塔未来水量趋于增加，但下游水资源未
来要强化构建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科学
预警体系。

全球变暖，亚洲水
塔是否引发“失衡”？

各类珍稀物种荟萃的青藏高原，在
生物多样性方面又有新发现。

曾一度被认为灭绝的枯鲁杜鹃、墨
脱百合、贡山绿绒蒿、中甸半脊荠等植
物，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再次回归人们
的视野，雪豹、云豹、孟加拉虎、豺等珍稀
动物的身影，也在野外镜头中频繁出现。

相关研究显示，孟加拉虎频现，突
显出西藏墨脱地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完整，在全球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中地位举足轻重。

一些“新朋友”也加入了青藏高原
生物“大家庭”。通过对青藏高原薄弱与
关键区域的大量野外考察，科研人员发

现了墨脱四照花、察隅链蛇、雪山大爪
鼩鼱、拟沉衣等一系列动物、植物、微生
物新物种。

第二次青藏科考截至目前已发现
新物种超过3000个，其中动物新物种
205个，植物新物种388个，微生物新
物种2593个。

物种“上新”，青藏高原带来哪些新发现？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陈实生：60余载弘扬闽南古建营造技艺
“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

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起，石
雕木雕双合璧。”在福建省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闽南传统
民居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福
建泰承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陈实生眼里，闽南红砖古
厝凝聚了中华传统建筑的精粹，
不仅宜居，还承载着海内外泉州
人浓浓的乡愁记忆。

陈实生出生于惠安建筑之
家，13岁跟随祖辈陈祖枝学习传
统建筑营造技艺，至今年近八旬
仍不断奔忙于传统建筑工地，弘
扬技艺，守护乡愁。60余载，承建
过不同民居建筑、寺庙、祠堂、宫
庙、亭阁等超百座，荣获过第八
届薪火相传保护传统村落守护
者全国十佳杰出人物奖、中华传
统建筑艺术传承与创新杰出人
物奖和“当代艺匠”提名奖、2017

“感动福建”年度十大人物提名
奖等众多奖项。

□融媒体记者 陈智勇

陈实生浸淫闽南古建筑大半辈
子，在每一次的古建筑建设中都精雕
细琢，力求尽善尽美。在他看来，闽南
古建筑中的每一个窗格子、每一面墙、
每一个屋檐都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
建筑美学，技术含量高，是有灵魂的建
筑、有独特韵味的设计，堪称古代建筑
艺术的大集锦。

闽南民居营造技艺分为大木作、小
木作、瓦作、砖石作、油漆作、彩画、堆剪
作等主要工种，陈实生对泥瓦砖作等多
工种十分稔熟，很好地在屋面筒瓦、板
瓦制作保持整体平整曲度的营造以及
归带和屋脊双燕归脊优美曲线的营造
均传承祖辈传统的线条工艺技艺做法，
技艺多样，精密度高，同时还精通传统
建筑施工工序与建筑禁忌：动土平基、
下大石吟、上梁、合脊、入厝仪式等，垂
范后辈。

“闽南传统民居建筑以‘三间张’和
‘五间张’为主，形式科学美观，建筑材

料质量好，经久耐用，越久越有味道，使
用寿命非常长，历史上一宅传几代是常
有事情。”陈实生说，泉州是著名的侨
乡，许多传统民居成为指引海外侨亲回
家的明灯。

泉州传统古厝民居在建造燕尾脊
时十分讲究，这也成为闽南文化的一
个特有符号，是无数游子魂牵梦萦的
乡愁，被赋予“盼燕归巢”之意。按照传
统习俗，还会在燕尾脊所在的正脊中
部放置一些“五宝瓶”之类的吉祥物，
并在瓶内放入五谷、毛笔、钱币、铜镜，
其中五谷寓意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毛笔意在祝福人文荟萃，文化昌明，而
钱币是为祈愿财源广进，铜镜则用以
驱邪镇妖。

近年来，陈实生频获国家级、省级
和市级的荣誉。2020年，我市评选首届
传统建筑十佳名匠，陈实生当选；同年，
他还获评第一批福建省传统建筑修缮
技艺传承人。

获评泉州市首届传统建筑名匠

陈实生陈实生（（左左））在施工现场授徒在施工现场授徒（（陈钦忠陈钦忠 供图供图））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近期，公安
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整治体育领域

“饭圈”违法犯罪行为。对此，中国体操协会
17日晚发布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并谴责任
何违法犯罪行为。

中国体操协会表示，以“饭圈”形态编造
谣言、传播不实信息、煽动网民情绪，对运动
员、教练员及管理人员进行辱骂、诋毁、诽谤
等恶意行为，给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
庭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也干扰和破坏了
中国体操队始终秉承的“团结一心、祖国至
上”的光荣传统和和谐氛围。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针对在网络空间和
其他公共场所对中国体操队及其成员进行侮
辱造谣、断章取义、恶意揣测等行为，协会将依
法收集证据，并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和人员法律
责任的权利。”中国体操协会在声明中说。

中国体操协会：

坚决支持依法打击
“饭圈”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聪伟）为期两天
的李永波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17日在泉州
南安体育馆挥拍开赛。中国羽毛球功勋教练
李永波、羽毛球奥运冠军杜婧、羽毛球世界
冠军陈宏等嘉宾出席开赛仪式，并与300多
名参赛选手共同见证这一盛会的开启。

羽毛球运动是群众喜闻乐见、参与度较
高的运动项目，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体
育项目之一。李永波表示，羽毛球是抬头运
动，可以锻炼青少年思维反应能力，提高身
体协调性，培养团结协作能力和顽强拼搏的
精神，推动青少年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时至
今日，李永波国际羽毛球训练中心已在沈
阳、上海、北京、大连、漳州、云南等多地落
户，诚邀各位羽毛球未来之星走进李永波国
际羽毛球训练中心交流训练。

南安是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拓荒者”、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文教先
生的故乡。开赛仪式结束后，李永波等一行
走进南安市洪濑镇，前往王文教体育文化公
园、王文教纪念馆，缅怀王文教先生。

走访王文教纪念馆后，李永波指导一行
走进南安体校羽毛球网点校——洪濑镇註
礼小学，了解学校羽毛球运动开展情况，与
当地学生热情互动，传授羽毛球技巧，勉励
他们好好学习、努力拼搏，争取长大后为国
争光，并向现场师生赠送羽毛球拍。

李永波青少年羽毛球
公开赛在泉举行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委
员专家

泉州市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家
服务团专家

第八届薪火相传保护传统村落守护
者全国十佳杰出人物奖获得者

中华传统建筑艺术传承与创新杰
出人物奖获得者

泉州市首届传统建筑名匠
泉州市高层次人才

人物名片
陈实生

本报讯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演员阿
兰·德龙去世，享年88岁。他的孩子称阿兰·德
龙在家中平静离世，家人们都陪伴在其身边。

阿兰·德龙出生于1935年11月8日，他
是法国六七十年代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代
表作包括《佐罗》《我们的故事》《独行杀手》
《蚀》等，曾获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戛纳
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多次获得法国凯撒奖最
佳男演员等。

阿兰·德龙的名字，可能很多年轻人不
太熟悉，但“佐罗”这位蒙面英雄大家肯定有
所耳闻。阿兰·德龙就是佐罗最好的代言人，
他曾因为电影《佐罗》成为中国观众最早认
识的法国男演员之一。

他饰演的佐罗玉树临风、英勇无畏，展现
出所向披靡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潇洒俊逸的绅
士风度。作为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批外国
影片，该片1978年在中国上映后迅速掀起“佐
罗”热。这其中还有配音艺术家童自荣的一份
功劳，阿兰·德龙的外形加上童自荣的声音，
是那一代中国观众心中大英雄的代名词。

2019年，阿兰·德龙获得戛纳电影节的
荣誉金棕榈奖，为他的演艺生涯划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

虽然斯人已逝，但阿兰·德龙英俊帅
气的面容将永远停驻在大银幕上，被影
迷铭记。 （北晚）

“佐罗”走了
法国传奇影星阿兰·德龙去世

青 年 时 期青 年 时 期
的 阿 兰的 阿 兰··德 龙德 龙

（（北晚北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