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0 日，第十八届 FIRST青年电

影展在青海西宁开幕。当晚，影展在西宁

举行开幕礼，众多嘉宾影人、青年创作者

与热情影迷又一次在高原聚首。

FIRST 青年电影展起源于 2006

年，最初名为国际大学生影像节。2011

年其落户西宁，更名为西宁 FIRST 青年

电影展，致力于发掘、推广青年电影人

及其作品。

创立十八年至今，FIRST 青年电影

展已成为涵盖电影节、电影市场、制作

培育和公共文化等多个板块的综合性

平台。通过展映、创投会、产业放映、训

练营等单元，FIRST 鼓励青年人群中的

创新与独立精神，促进电影文化在全社

会的交流与传播。

第十八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评委

会主席由导演管虎担任，评委会成员

包括柳青、刘晓莎、双雪涛、宋佳、王昱

和吴慷仁等华语世界的优秀影人。在

影展期间，他们将评选出最佳剧情长

片、最佳导演、评委会大奖、最佳演员、

最佳艺术探索、最佳编剧等 10 项荣

誉，并将在 7 月 28 日举办的青年电影

盛典上公布。

第十八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共收

到有效报名影片数量 1144 部，制作背

景辐射全球、在地文化文本兴盛、新生

代创作者涌现，展现出青年影人的国际

视野与稳健步伐。经过预选评审和入围

评审的筛选，最终共有 13 部剧情长片、

7 部纪录长片、12 部真人短片和 7 部动

画短片进入入围片单，入围影片将在西

宁进行展映。

除主竞赛单元外，第十八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还同步设立“FIRST 超短

片”“FIRST FRAME 她的一帧”“FIRST

PIONEER 先锋创作”等丰富的平行竞

赛单元，皆以独立的评价视角，对青年

电影人的作品进行评价与推介。

同时，本届影展还将呈现“特别策

划”“大师之初”“聚焦柏林”“学院精神”

“FIRST FRAME 她的一帧·特别放映”

“主席特展”和“人间短歌”等学术放映

单元，从不同主题出发，以多元化的视

角为影迷带来多场视听盛宴。

作为本届 FIRST 制作培育板块的

核心内容，FIRST 训练营已于 7 月 14

日在西宁开机，七个剧组、42 位青年电

影 人 在 导 师 顾 问 团 的 指 导 下 ，以

“2044”为题，在有限时间、有限成本之

内完成短片创作，成片将于 7 月 25 日

进行学术放映。此外，影展期间，FIRST

电影市场、论坛工坊等活动将相继举

行，为来自电影业内的嘉宾搭建对话与

思考的多元场域。

(张海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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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贯南北 古都文脉长
在北京中轴线北端，南北相望的鼓

楼、钟楼，曾见证一座古老都城的变迁。

从此处起，至永定门，一条全长 7.8 公里

的中轴线，纵贯南北、连通古今，新的故

事正在续写。

跨越时空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咚———咣咣———”上午 10 时整，阵

阵鼓点响起，一场击鼓表演在鼓楼二楼

开场。大厅中，1 面主鼓与 24 面群鼓并

立，鼓点不断变化，循环、回响。

站在前排的北京师范大学大二学生

薛楚、孙卓尔连声赞叹，他们的暑期社会

实践调研团队正在研究中轴线相关课

题。“北京中轴线历经超过 7 个世纪的

发展和完善。从鼓楼向南远望，我感受到

古今交融的恢宏气势。”薛楚说。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

传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从钟鼓楼起一

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过故宫、端门、

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

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

端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

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

“‘北京中轴线’连接起宏伟、庄严的

国家礼仪场所和繁华、热闹的市井街市，

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均衡对称的景观

韵律与壮美秩序，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

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国家文

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

邓超说。

“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北京中轴

线以独具匠心的选址，展现了《考工记》

所载的理想都城规划范式；它的建筑与

景观，集中表达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

于秩序的强调；它多元化的空间组织，为

国家礼仪文化与传统城市管理方式提供

了有力的物质见证。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的经典手法，代表了东方建筑艺术的最

高境界，同时也是古代中国儒家礼仪制

度的城市载体。”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副理事长、山东大学教授姜波说。

蓝天下，一串鸽哨声传来。出什刹海

地铁站东南口，不远处，就是横跨玉河水

道之上的万宁桥。

历经 700 余年，如今的万宁桥依然

承担着交通功能，这座古老的桥为元大

都、明清与当代北京城中轴线的叠压关

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实证。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北京有一条中

轴线，希望更多外国朋友来领略这条古

老轴线的魅力和价值。”家住万宁桥边胡

同里的市民张炜，说出了许多北京市民

的心声。

整体保护
12年申遗保护之路

天安门广场南端，正阳门静静矗立。

沿箭楼正中一路向南，便是永定门。这条

路曾是御道，如今，熙熙攘攘的人群、川

流不息的车辆就在眼前，数百年光阴仿

佛一瞬。

箭楼南侧，前门大街北端，正阳桥遗

址。这是正阳门前护城河上架设的一处

桥梁遗址，正阳桥是内城九门外桥梁中

规制最高、规模最大的。

2021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为明

确正阳桥遗址保存状况、形制结构等，第

一期考古发掘展开。“我们做了大量的前

期准备工作，最终锁定了 25 平方米的

探方，发掘出土了镇水兽。”北京市考古

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利芳说。

“在第一期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二期

又发掘出位于镇水兽下的雁翅泊岸和东

南区域桥体。接下来，我们将对正阳桥进

行深入的价值研究阐释。”张利芳说。

这是北京中轴线保护的一个缩影。

北京中轴线申遗历经 12 年，在国家文物

局统一安排指导下，实施了腾退整治、修

缮利用、考古发掘、环境保护等措施，推

动着古都的整体保护。

申遗启动阶段、全面加速阶段、攻坚

冲刺阶段……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

局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向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提交申报文本；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2 月，顺利完成

现场技术评估，编制提交两次补充材料

和专业答辩；2024 年 5 月 30 日，国际古

迹遗址理事会形成评估报告，作出将北

京中轴线直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最

高评估结论，为申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

专业基础。

12 年的申遗保护之路，将气势恢

宏、舒展壮美的北京中轴线呈现在世人

面前。

东西对称分布的天坛和先农坛，凸

显着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礼仪的尊重和

强调。

天坛公园副园长刘勇介绍，“天坛有

12560 件（套）可移动文物、3562 株古树，

我们日日守护着这里的各类文物，同时

向游客科普保护理念和手段，带动公众

参与。”

站在先农坛昔日的皇家耤田前，游

客张腾很兴奋，“这里就是历史上的‘一

亩三分地’。”2018 年，“一亩三分地”腾

退整治工作启动，并于 2019 年恢复历史

风貌。

“除了耤田以外，这两年腾退修缮出

的神仓、庆成宫两座古建筑群，使先农坛

区古建筑群得到真实、完整的展现，也让

先农坛的文化价值传承有了持续性。未

来 3 至 5 年，先农坛的开放面积将由现

在的 7 公顷扩大到 20 公顷。”北京古代

建筑博物馆馆长薛俭说。

北京中轴线是城市之脊，也是文化

之脊、发展之脊。保护北京中轴线，保护

老城，也是在保护一个城市文化的象征。

“北京中轴线的故事从元、明、清一

直延亘至今，是 5000 年文化传承、延绵

不绝的历史文脉。”邓超说。

展现自信
公众参与全民共享

北京中轴线申遗，其意义并不仅仅

在于增加一处世界遗产，更是一次文化

遗产保护和传承行动，极大提升了城市

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文化自信。

公众参与是评价遗产保护水平的重

要标准之一，北京在中轴线申遗保护过

程中对此格外重视。2022 年 10 月，《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

这是北京市首部为保护特定文化遗产而

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专设“传承利

用和公众参与”一章，明确了遗产保护的

公众参与机制。

此后，北京创新推出全国首个公众

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公众参与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支持引

导机制（试行）》以及《北京中轴线文化遗

产保护监督员管理办法（试行）》《北京中

轴线志愿者服务管理规定》，旨在调动公

众参与积极性，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

合力。

越来越多人加入保护北京中轴线的

队伍。建立北京中轴线保护专家咨询制

度，聘请来自文化遗产、古建筑、考古、法

律、传媒、文化旅游、数字科技等七大领

域的 200 余名专家组成“北京中轴线专

家智库”；首批 30 人被聘为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分别守护北京中

轴线北段、中段、南段片区。

借助“数字打更人”项目，志愿者们通

过线上 + 线下的方式参与文化遗产监测。

截至目前，“云上中轴”小程序累计访问用

户数超 450 万人次，线上注册用户 80 万

人次，累计培训认证“数字打更人”志愿者

近 1.7万人，产生有效遗产巡检图片 7 万

多张。北京十二中附属实验小学四年级二

班的史傲冉说：“作为一名‘数字打更人’，

我为中轴线灿烂的历史和文化而骄傲，希

望大家都来爱护文物古迹。”

在人们的精心守护下，古老的北京

中轴线绽放出夺目光彩。北京中轴线南

段御道景观贯通，完成太庙、社稷坛、天

坛、景山等重要遗产点位的腾退，北海医

院和天意商城建筑降层，地安门外大街

沿街立面按照“后市”的理念予以保护修

缮……北京中轴线景观视廊更加清晰，

壮美秩序愈加凸显。

城市之脊正在重振，市民生活也得

到改善。北京开展钟鼓楼周边综合整治，

推进雨儿胡同、崇雍大街、鼓楼西大街、

平安大街等重点片区更新改造，3213 条

背街小巷开展精细化整治提升。通过腾

退整治，北京将中轴线申遗保护与街区

有机更新、改善人居环境结合起来，老胡

同大杂院里的居民过上现代生活。

北京中轴线规模巨大、要素丰富、内

涵复杂，如何向公众更好地阐述其蕴含

的历史与文化信息？

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布设了专

门阐释遗产突出价值的主题展览，在 15

个遗产构成要素现场设置了统一规范的

标识系统和小型展览。

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恢宏盛景在

数字世界再现。为高精度重现真实场景，

技术团队已先后完成了先农坛、钟鼓楼

和万宁桥等遗产点的高清照扫，手工制

作以及照扫处理三维数据资产制作量超

过 15TB。

公众和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参与，汇

聚成中轴线保护传承的坚实力量。自

2021 年起，北京市文物局已举办 4 届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吸

引 41 万人次参加，辐射人群超过 2 亿人

次，报名作品累计近 20 万件。

“我们将总结成功做法，借鉴国际经

验，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深入推进北京中

轴线保护传承工作。”北京市文物局副局

长褚建好表示。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

局长李群说，中国将在遗产保护、管理、

展示，以及社区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等

方面持续发力，为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继

续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渊王珏 施芳 何思琦冤

7月 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六届世界遗产
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
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
遗产总数达到 59项。

始建于 13 世纪，形
成于 16 世纪，不断演进
发展至今的北京中轴线，
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
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
例，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
证。腾退整治、修缮利用、
考古发掘、环
境保护……走
过 12 年申遗
保护之路，如
今的北京中轴线绽放新
颜，一幅古今辉映的城市
画卷正徐徐展开。

2024 文旅融合与媒体传播大会开幕
7 月 25 日，中国报业协会 2024 文

旅融合与媒体传播大会在青岛市崂山

区开幕。

大会上，与会媒体代表发出《党媒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倡议书》，倡议广大

党媒要立足全局、凝聚共识，充分认识

到文旅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

地位和作用；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

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要凝练诗意、形

成合力，以更强的责任意识与更精准的

服务机制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精髓；要科

技赋能、创新优势，大力发挥科技创新

对文化和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以文化

为核、场景为体、科技驱动，全面塑造文

化和旅游发展新优势。

在主题分享环节，相关专家学者以

及网红城市代表，从探寻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前文旅融合的趋

势等进行经验分享。与会嘉宾一致认

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参与度高的幸福产业，是优化

经济结构和扩大服务消费的强大动能。

当下，我国各级各类媒体，借助“报、台、

网、微、端、屏”新型全媒体传播矩阵，持

续拓宽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丰富

传播内容，成为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力量。

大会还公布了“党媒推动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案例”入选结果。 渊宋迎迎冤

第十八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

在青海西宁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