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观摩修复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挖掘，正在

进行。考古工作者的双手正一步步

复原、唤醒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的文明传奇。很多游客想亲眼看看

考古过程，但祭祀坑考古工作正在
进行中，不能现场观看。
“下个月，在这里（三星堆博物馆

内），就能看到考古挖掘现场的直播
画面。”李飞介绍说，博物馆除了为观

众实时连线两公里外的发掘现场，还
将创新地把文物的修复和展示结合

起来，“最近我们已成功建立了第一
个开放式的文物修复馆，约 1000平

方米，设?文物储藏室、陶器修复
室、玉器修复室、金属类修复室、象

牙修复室等，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文
物进行保护修复。”修复馆计划今年

4月试运营，5月 18日正式开放。届

时，刚刚出坑的三星堆文物将在馆
内进行修复，仅隔一层玻璃，观众便

可沉浸式地欣赏文物提取后修复的

完整过程，“欢迎大家来观摩”。

新馆，正紧锣密鼓
1986年，三星堆 1、2号祭祀坑

抢救性发掘完成。3年后，三星堆博

物馆主体建筑设计方案通过审定。
再 3年后，三星堆博物馆奠基。又过

去 5年，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纵
目阔嘴的青铜面具、高鼻大耳的青

铜立人、流光溢彩的黄金面罩，叫每

一个参观者赞叹、难忘。

时隔 34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重启发掘，首批出土文物就已达到
500余件，预计 6座新发现祭祀坑的

出土文物将远远超过 1、2号祭祀坑。
“以前发掘了两个坑的文物，我们就

建造了两个展示馆，这次文物‘上
新’，需要?一个更好的展示空间，让

文物?尊严地‘活’起来。”三星堆博

物馆党组书记、常务副馆长朱家可介
绍说，在修复文物的同时，三星堆已

紧锣密鼓地在筹建博物馆新馆。
去年 10月 10日，三星堆博物

馆面向全球发布三星堆古蜀文化遗
址博物馆及附属设施工程（三星堆

博物馆新馆和游客中心项目）建筑
概念设计方案征集公告，共? 57家

境内外设计机构、报名参与。“我们
将尽快完成最后一轮的筛选，确定

最优的设计方案，并及时向社会公

布。”李飞告诉记者，新馆将沿鸭子
河而建，计划投资 10.6 ?元，预计

年底开建。

讲解，很快将升级
“这几天，游客接待量增长了近

200%，?点接近小长假的水平。文

创收入增长超过了 300%，上个周
末文创产品的线上销售量，更是环

比前一周末（3月 13日至 3月 14

日）增长了 2000%。”三星堆文物上

新了，三星堆博物馆上下倍感欣喜
和振奋，也倍感压力和责任。“这次

考古发掘后，随着金面具、青铜大面

具、青铜神树、象牙等大量重要出土
文物的修复，我们也将升级三星堆

博物馆的讲解词。”朱家可接受采访

时表示，这次考古发现将改变过去

对三星堆的一些疑问，也将出现新
的谜题。本次新发掘出土的文物与

1986年出土的文物存在何种联系？
本次发掘背后发生了哪些考古故

事？运用了哪些高科技手段？三星堆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着怎

样的地位和价值……全新的讲解，

将为参观者一一解答。
另外，今年 4月博物馆将启动

对青铜馆的升级改造。李飞提醒最
近参观者：“3月 29日，青铜馆就开

始撤馆，一些文物会迁到旁边，一些
文物会暂时放回库房。预计今年 8

月，升级改造后再与游客见面，新展
陈将运用高新技术和多媒体展陈技

术展示文物。” 特派记者 孙佳音
（本报广汉今日电）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要闻4
本版编辑 /李 晖 视觉设计 /窦云阳2021 年 3月 25日 /星期四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日前，北京市西城法院对失信被

执行人赵某司法拘留 15日，原因是他
通过“黄牛”购买了一张高铁票并顺利

出行。 近年来，“老赖”通过“黄牛”购
票，乘高铁、坐飞机出行并非个例。

失信被执行人， 也就是俗称的
“老赖”， 会被法院限制其高消费及

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

包括乘高铁、坐飞机等。 然而，网上
活跃着不少为限制高消费的“老赖”

提供订票服务的“黄牛”。 他们或者
通过海外代理出票， 或者利用护照

购票，而且还会“贴心”提醒“老赖”

要走人工检票口……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

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出台以来，通
过联动执行，大大挤压了“老赖”的

活动空间。然而，一些“老赖”不是想
着如何尽快履行裁判所确定的义

务，而是通过“花钱”去规避限制消

费令，通过“黄牛”钻出行漏洞，直接

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明显是与法

律精神背道而驰。

当“老赖”碰上“黄牛”，当失信叠

加贪婪，其对于法律秩序的冲击是非
常大的。在对于“老赖”和“黄牛”依法

进行处罚的同时，更要堵住漏洞。

从目前“黄牛”钻的空子来看，

漏洞存在于出行的各个环节中，包
括使用护照在境外系统订购机票、

选择使用纸质证件走人工通道等

等。交通运输部门、高铁站、机场、第
三方订票平台等要升级管理、 技术

水平，提高对各类证件的识别度。同
时，无论人工验票还是机器验票，都

要做到统一规范，对“老赖”做到主
动识别并拦截。

利用大数据技术屏蔽“黄牛”广

告，减少违法交易，也是堵住漏洞的

重要举措。 当前法院生效的裁判文

书均在网上公布，“老赖” 的名单及
限消信息可以通过公开渠道查询。

“黄牛”大量收集“老赖”资料，不仅
在网上提供服务，还通过短信、微信

定向推送广告信息。 对于有关部门
来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及时发现

相关信息，把“老赖”自由出行的念
头“消灭”在萌芽之中。

让“老赖”无漏洞可钻，才能保

证限制消费令发挥应有的威力，这
既是崇尚法治 、尊重法律，也有利

于加强诚信社会建设。

全国首个！示范区出台
长三角一体化“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再推新举措

    本报讯（记者 杨欢）国内首个
跨省域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指导性文
件———《关于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日前落

地生效。《若干举措》中提出要树立
“一体化示范区”品牌保护意识，研

究制订一体化示范区”品牌使用管

理办法，规范企业注册、社会团体登
记使用或冠名“一体化示范区”的市

场行为，提升一体化示范区品牌影
响力和价值。

16条举措先行先试
《若干举措》是推进示范区内技

术要素跨行政区自由流动的创新举

措，是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探索“不

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理念的

创新实践。
《若干举措》聚焦跨区域知识产

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
等关键环节，从推进知识产权联合

保护、加强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共享
流动、推进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一体

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一体化制度

保障等 4个方面提出 16条具体的
先行先试举措。在推进知识产权联

合保护方面，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
行政执法协作，推动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协同，建立知识产权多元纠纷
调解机制，推进知识产权服务行业

自律，加强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
在加强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共事流动

方面，明确要发挥知识产权行业组

织作用，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

加快发展知识产权金融，强化审査
协作中心溢出效应。在推进知识产

权管理服务一体化方面，要求深化
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建立知识

产权创造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协
同推进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作，加

强“一体化示范区”品牌保护。在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一体化制度保障方
面，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壮大专业

人才队伍，营造良好宣传氛围。

突出协同共享赋能
《若干举措》在文件表述上更加

突出了“协同、共享、赋能”的理念。

例如，文件中提出推动跨区域
联动执法监管，加大侵权违法行为

联合惩治力度；探索知识产权案件

跨区域立案机制，建立跨区域专业
检察官联合受理会商机制；建立跨

区域“行刑衔接”机制等。这些都是
在跨行政区城和跨行业领域方面推

进知识产权保护一体化，形成知识
产权保护的合力，注重协作协同。

文件中还提出依托国家知识产

权局上海商标审査协作中心、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

苏中心与两区一县在人才培训、案
件判断、预警援助等方面开展合作。

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用专利和商标
两个审查协作中心“国家队”资源，

将为示范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供
强?力的支撑。在推进知识产权管

理服务上，《若干举措》更加强调赋

权赋能。文件中提出，推进两区一县

知识产权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统
一工作流程和操作指南，同一事项

实行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依托
浙江、苏州、上海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支持两区一县设立保护中心、快
速维权中心或设立分支机构，建立

示范区知识产权快速预审、快速确

权、快速维权的“绿色通道”。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

主任唐晓东表示，《若干举措》的出台
将促进示范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

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完善“青吴
嘉”三地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衔接机

制;?利于加强三地知识产权服务资
源共享，形成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体系，让创新成果更好惠民。

堵住“老赖”出行漏洞
方 翔

今日论语

文物如何修复 你能现场旁观

    同步“上新”！三星堆开放式
文物修复馆下月试运营

三星堆遗址“上新”
了，博物馆什么时候“上
新”？
沉睡三千年，再醒惊

世界。被誉为“20 世纪人
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的三星堆遗址在首次“亮
相”后 35 年，新发掘 6 座
祭祀坑，已出土金面具残
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
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
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
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
等重要文物 500 余件……
神奇、诡谲、丰富、瑰丽。
文物的发掘、提取工

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作为
一个普通参观者，我也想
看看考古现场，我还想一
探文物修复，我更想早日
在博物馆看到新发掘文物
的真迹，近点近点再近点，
有希望吗？
“有。”三星堆管委会

规划建设部副部长李飞昨
天接受本报专访，回答这
三个提问时，掷地有声。李
飞介绍说，三星堆开放式
文物修复馆将于下月试运
营，让观众直击发掘，观摩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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