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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风明粤会有时”展区，观众了解
佛山狮头文化。

↓延安展区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红色
旅游。

本报全媒体记者 鲜康 摄

5 月 21 日，记者跟随人潮走进第九届丝
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
贸易洽谈会的文旅消费馆，立刻被各种歌声

“包围”。
“天气晴朗的三月天，毛主席过河走出船

舱，说陕北是块好地方……”榆林馆前，陕北说
书表演吸引许多人驻足观看。你方唱罢我登
场，陕北民歌高亢激昂，艺人用质朴的嗓音演
绎着黄土地上的故事。府谷二人台、靖边跑驴
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戏曲展示了陕北文化
的深厚底蕴。“太有感染力了，我要去陕北沉浸
式体验一下。”来自商洛的观众张琳琳说。

咸阳馆前，一阵秦腔吼声令人热血沸腾。
演员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显现功底，唱念做打
间尽是豪迈大气。记者注意到，文旅消费馆内
不仅有秦腔表演，还设置了戏曲服饰展示与戏
曲知识科普区，观众可以全方位了解秦腔这一
古老艺术。此外，秦腔脸谱钥匙扣、戏曲主题
书签等文创产品也吸引不少人选购。

“定军山上唱新歌，巴山山歌天外传……”
汉中馆前，丝竹和鸣声里，悠扬的陕南民歌令
人仿若置身江南。一曲结束，周围响起掌
声。陕南民歌柔和细腻，展现了秦巴山区的
独特风情和文化，汉中市勉县文化馆音乐干
部杨海亮告诉记者，他要用民歌唱好家乡的
山山水水，吸引更多人到汉中旅游。

在非遗曲目大放异彩的同时，现代科技手
段也在为“秦音”的传承与传播助力。

在陕西文化音像出版社展区，一面写着“声音是陕西的
灵魂”的橙色展示墙格外引人注目。展示墙上陈列了经典曲
目磁带和各种“老”款式的随身听。原来，这些磁带都有点年
头，经专业修复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展区现场，多媒体设备播放着修复后的秦腔片段，新旧版
本对比之下，体现出了声音修复工作的重要性。记者了解到，
该出版社通过无损转录、智能归档等手段，修复了大量珍贵的
陕西传统音乐、戏曲等，让模糊的“秦音”重新清晰了起来。

“不能只停留在修复，还要在传播中延长作品的生命。”
陕西文化音像出版社数字科技部刘伟说，要将这些文化资源
以更加便捷的方式呈现出来，为陕西文旅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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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时45分，西安市公
安局高新分局巡特警大队第
一批 24名警员列队集合，他
们佩戴单警装备，2人一组整
装待发。

随着一声指令，执勤队员
邵坤、杜康驾驶警用摩托车驶
向西安高新第一小学（以下简
称高新一小）。到达校门外站
定后，他们向值班室报告：“5
月 12日，巡特警大队高新一
小护学警力已到岗，执勤情况
正常。”高新区第十五幼儿园、
高新区第十三小学、高新唐南
中学等“护学”警力陆续报告。

西安公安高新分局巡特
警大队以“护学”小切口，铺开
安全守护“大网”，维护辖区治
安，保障群众安全。

“空地”成一体

7时 20分，高新一小校门
外人流如织，接送孩子的电瓶
车、机动车辆即停即走，指引
声、嘱咐声、欢迎声交织成曲。

“嗡嗡……”警用无人机
低空掠过，“高新警航无人机
提醒您，注意学生安全，请勿
在校园门口滞留”的喊话声不
绝于耳。“无人机起飞后保持
巡航状态，实时监测校园周边
街面情况。”公安高新分局巡
特警大队民警唐子民对记者
介绍。

50米开外的路口，2辆巡
逻车机动待勤；距校门 5分钟
车程处，应急警力实时待命，
按照“1分钟响应、3分钟到现
场、5分钟处理完毕”的模式
处理突发事件。

2023年 9月以来，公安高
新分局巡特警大队开展常态

“护学”，日均出动警力100余人次。在上下
学高峰期以2人一组固定岗、2人一组巡逻
岗、1架无人机低空巡查、1组应急警力等相
结合的形式，保障辖区学校师生安全。

除了地面力量，“空中警察”的加入为
护学插上“智慧翅膀”。通过挂载的喊话
器循环播放安全提示、利用高空视角更大
范围发现隐患，为地面警力提供指示引
导，警用无人机配合校园周边监控系统，
实现了快速反应、精准用警，进一步确保
校园环境安全。

公安高新分局巡特警大队将辖区划
分为6个空中网格，并布建15处无人机自
动化机场，43架警用无人机协同地面警
力，形成“空地一体”防控体系。

警校多联动

高新区教育资源丰富，严打涉校涉
生违法犯罪，是公安高新分局巡特警大

队长期以来的工作重点，
“护学岗”正是公安高新分
局巡特警大队广泛开展“护
学”的一个缩影。巡特警大
队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形
式，与辖区学校保持良性互
动，探索出“高新巡特警护校
安园”模式。

公安高新分局巡特警大
队定期举行警营开放活动，
邀请师生参观营区，参与警
营座谈交流。也会将“恐狼”
防暴车、警用全地形摩托车
等“硬核”装备开进校园，演
练基本的队列操、擒敌拳，引
导搜爆犬模拟排爆任务……

“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
很高，都想坐一坐防暴车，体
验当警察的感觉。”高新一小
少先队辅导员张小倩说。

为提升师生的自我保护
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公安
高新分局巡特警大队还与学
校保卫部门建立联动机制，
警员兼任校外法制辅导员，
并根据中小学和幼儿园的不
同情况，定期进行安保器材
使用、安全防范知识、反诈和
预防校园霸凌宣传。

高新一小学生家长袁博
表示，无论是看到他们在校
门口的执勤，还是在校内普
及安全知识，家长看在眼里，
心里都是感激和信赖。

守护再升级

“我们将加强和辖区学
校沟通，从学校的实际需求
出发，进一步深耕警校共治，
做实护校安园。”公安高新分
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行涛
说。“高新巡特警护校安园”

模式会在警校共治的前提下，不断调整优
化、丰富充实，坚决守住校园安全底线，用
心站好“护学岗”，全力撑好“平安伞”。

2024年 5月，高新分局无人机警务实
战化应用工作模式，被推选参评公安部、
工信部联合开展的“公安领域机器人典型
应用场景”，分局作为西北地区唯一入选
的公安单位，参加了公安部现场评审，并
入围全国10强。

未来，公安高新分局巡特警大队将积
极探索无人机与日常警务的深度融合，与
城市管理、建设规划、应急救援等职能部门
协作共享，在街面巡逻防控、突发事件处
置、110接警处联动、大型活动安保、侦查打
击辅助、灾害事故救援等方面持续发力。

眼下，公安高新分局巡特警大队积极
推进警校、警医、警社、警村、警企联动共
治新格局，将平安的触角延伸到“神经末
梢”，让安全防范的“同心圆”越画越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鲜康）5月 19日
至 23日，陕西省总工会组织全省 50余名
工匠人才赴福建省厦门市开展交流休养
活动。

此次活动组织三秦工匠、省总工会重
点支持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领衔人等
参加。大家首先走进陈嘉庚故居，感悟嘉
庚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走进中共福建省
委、军委机关旧址，重温红色历史，用“红
色基因”激发“红色力量”；赴国网厦门供
电公司陈国信创新工作室交流学习，分享
心得体会，激发创新活力。通过参观，大

家纷纷表示，这次交流休养活动增长了见
识、交流了心得、收获了友谊，回去后将以
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不辜
负组织的期望。

据了解，从 2021年开始，省总工会每
年列支专项资金，组织工匠人才赴省内外
开展交流休养活动，让更多优秀技术工人
感受到来自“娘家人”的温暖，提升获得
感、幸福感，激励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潜
心钻研精技术、锤炼技能强本领，引导广
大职工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5月 21日，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1 号
馆人来人往。尼泊尔出产的菩提手串
发出脆响，来自摩尔多瓦的红酒香气四
溢，乌兹别克斯坦手工制作的丝织品柔
软细腻……多国珍品在此汇聚。

“舌尖上的丝路味道”“手心里的丝
路记忆”“异域风情的生活体验”“丝路物
产的地蕴勋章”四大板块互融互通……
记者在现场看到，第九届丝博会丝路优
品展正以一场跨越时空的物产对话，续
写新时代的驼铃传奇。

在多彩地标·魅力陕西展区，越南客
商品尝延安苹果“瑞香红”后表示，“口感
很好，很甜！”他频频竖起大拇指。

延安因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完全符合
苹果生长的七项指标，被联合国粮农组
织认定为苹果最佳优生区。一箱箱带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延安苹
果，已成为中国果品行业的标志性名片
之一，带着黄土高原丘陵沟壑的风土印
记，走向亚洲和世界。

延安市果业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刘
勤朝介绍，2024年，延安苹果种植面积达
333万亩，产量 500万吨，品牌价值 92.45
亿元。“延安苹果已经成了农民的致富
果、幸福果。”他感慨道。

向前 50米，云南保山小粒咖啡凝聚

着琥珀色泽。云南省商标协会副秘书长
苏倩雯介绍，“保山市隆阳区的潞江坝昼
夜温差大，地理环境、水文条件适合咖啡
豆生长，成为‘黄金咖啡带’。”当地已形
成咖啡豆种植、加工、烘焙全产业链条，
并带动“保山小粒咖啡”成为中国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

白俄罗斯人玛丽亚来到中国已十
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此次代表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之一的摩尔多瓦参会。
她在多彩地标·魅力陕西展区品尝富平
羊奶芝士饼干、富平羊奶，“喝出了家乡
的味道。”她笑着说。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老挝展品）
区，观众聚集在展台前品尝老挝白茶、熟
茶。“口感比较特别，和平常喝的红茶、绿
茶不太一样，是一种别样体验。”市民张
先生和家人来参观，感受多元文化的魅
力。几步之外，广东观众董女士正在品
尝埃塞俄比亚咖啡和俄罗斯鹿肉火腿。

扫码支付的提示音、互加联系方式
的寒暄语……汇聚起 46个国家和地区
的文化精粹与商贸活力。一场场国际路
演、采购对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和地区全方位经贸投资合作，也让“畅享
丝路品质新生活”的理念和实践走进百
姓生活，奏起新时代的“驼铃”回响。

珍品汇长安 交流增互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妍言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冯截江）5月 20日，
陕建十一建集团第七工程公司在孔家寨
项目工友驿站举办“十年筑爱·温情相伴”
主题义剪活动，为一线建筑工人、环卫工
作者、周边居民提供暖心服务。

活动现场，理发师根据工友需求精心
设计发型，不少工友表示，驿站的服务既

解决了生活需求，更让异乡劳动者感受到
城市的温情。作为服务城市建设者的重
要阵地，工友驿站自 3月首次开展义剪活
动以来，已形成“每月一主题”的常态化服
务机制。除理发外，工友驿站还定期组织
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活动，切实解决大
家的实际需求。

陕建十一建七公司开展义剪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施梦）近日，长安大
学工会在南北校区同时举办“喜迎党代
会，阔步向未来”教职工健步走活动，全校
2000余名教职工参加。

当前学校正处于加快推进“双一流”
建设的关键时期，此次活动既是对“健康

中国”战略的生动践行，也是展现教职工
良好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活动开始后，
教职工们精神抖擞地从起点出发，沿着精
心设计的路线阔步前行。大家表示，要把
活动中激发出的昂扬斗志转化为推动学
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长安大学举办教职工健步走活动

省总工会开展工匠人才交流休养活动

5月 22日，第九届丝博会低空
经济展现场人头攒动。西安国际
会展中心 3号馆内，以科技蓝与纯
净白为主色调的榆林展区，不仅是
榆林低空经济成果的展示窗口，更
勾勒出这座能源城市转型升级的
全新图景。

在陕西省支持榆林建设全国
低空经济试验区的政策东风下，榆
林正依托空域资源、机场群和丰富
应用场景，全力抢占低空经济“新
赛道”。

记者看到，展区内“1+5+N”
的布局设计独具匠心。1个主形
象厅全景呈现市域低空经济总体
规划，5 个县区独立展区各展所
长，N个展品节点串联起从研发到
应用的全产业链条。

陕西靖航顺通动力科技有限
公司展出的 JH-WP160-01 涡喷
发动机尤为亮眼。组合压气机与
回流式燃烧室的创新设计，让这台
发动机实现结构紧凑与高效节能
的双重突破。“通过多项严苛地面
测试，它能为中小型无人机提供稳
定动力。”靖边低空经济产业园干
事卜建博介绍，目前该发动机已进
入市场推广阶段，有望重塑无人机动力格局。

榆林保通防务科技的无人机矩阵同样吸睛。
烈刃-10巡飞弹兼具侦察与打击功能，已应用于区
域巡逻；龙翎-20复合翼无人机凭借长航时、大载
荷优势，让在陕北开展的地理测绘工作效率提升
数倍；玄霄-9多旋翼无人机灵活穿梭于电力线路
间，精准完成巡检任务；无界-430笼形无人机则凭
借防护设计，可在复杂环境中自如作业。

新材料展区内，靖边的玄武岩纤维制品备受
瞩目。依托当地丰富资源，玄武岩短切纱、连续纤
维等产品实现从矿石到高端材料的跨越。这些高
强度、耐高温材料，已逐步应用于航空航天与建筑
加固领域，一条完整的新材料产业链正在形成。

本届丝博会上，榆阳区与西安因诺航空科技
达成落户意向，拟建设无人装备生产基地，进一
步完善“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靖边无
人机试验测试中心也持续发挥作用，为产业创新
提供坚实支撑。

从传统能源基地到低空经济高地，榆林正以
丝博会为跳板，加速产业转型升级。随着更多合
作落地，这片土地有望成为西北低空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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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学护学””警力执勤警力执勤。。

5月22日，第九届丝博会第2日，文旅消费
馆内精彩纷呈的曲目展演、非遗手作体验等互
动项目，拉近了文化传承与大众生活的距离。

用棕刷上墨，将传统手工纸覆盖到雕版上
轻轻擦几下，一幅画就做好了。陕西省图书馆

“字里行间”主题馆雕版印刷体验区，几位游客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正兴致勃勃地体验雕版
印刷。“我选了终南山图，制作完还能带走留作
纪念。”西安市民张奇奇说。

旁边的古籍文创展区，兼具艺术审美和实
用价值的《古今图书集成》版茶具、酒具、书灯
等文创产品同样吸引不少人关注。参观完展
品后，一位游客感慨道：“这里的每一个文创产
品都包含着历史底蕴，展示着民族文化。”

为了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陕图与国
家图书馆联合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其中，
《晚笑堂画传》典藏扑克牌仅 2024年销量达 3
万多元。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丝博会期间，陕
图文创作品“猫夹馍”受到不少外国友人喜
爱。“我要把它带出去，让中国文创走向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孔敬总领事馆领事说。
“妈妈，我想要这个熊猫。”汉中馆文创展

区，以棕色大熊猫七仔为原型的公仔憨态可
掬，深受小朋友喜爱。挂件、毛绒玩偶、笔记
本、手提包、帽子等文创产品极富地区特色，承
载了汉中独特的地理记忆与人文气质。其中，
4月刚“出炉”的一款双头熊猫公仔销量可观。

文创公司负责人李月强告诉记者，在汉中
市佛坪县文旅局帮助下，他们于2024年成立文
创企业。“我们的目标是用文创产品打出一张
旅游品牌，让更多人了解汉中，爱上汉中。”

本届丝博会首次设立文旅消费展，既有
“高大上”产业布局，亦见“小而美”民间美学。

渭南馆内，临渭剪纸传承人曹静身着用剪
纸制作的汉服，戴着剪纸制作的头饰，通过网
络直播的方式介绍这一非遗技艺。华州竹编
挂件华塬竹语因“时来运转”的好寓意而引得
顾客竞相购买。铜川馆推出古法药膳品鉴与
针灸体验，咸阳兴平土布扎染技艺体现中华
文化独特的一抹蓝……

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代棣

5月22日，第九届丝博会科技创新展上，会
“炫技”的人形机器人刷新人们对具身智能的
认知，频频驻足并拿出手机拍照。

记者来到诞生于咸阳高新区的伟景人形
机器人“晓唯”面前，只见它“睁着”两个圆圆的
眼睛在和观众对话，“我还不认识您，请问您叫
什么名字？”经过一番寒暄，记者和“晓唯”熟络
起来，再次见面时“晓唯”已能主动打招呼。

此外，“晓唯”在农业领域也表现突出。该
公司销售总监周天介绍，“晓唯”的强项之一是
智能采摘，它可以学习不同果蔬类型，以双目视
觉生成3D空间信息，准确定位果实位置，实现
采摘定位精度小于等于1毫米。还能识别果蔬
类型，通过压力传感器，按照设定好的数值，实
现采摘后轻拿轻放。目前，该产品已经在河北
省雄安新区智慧科技农业产业园投入使用。

“晓唯”全身有 33个自由度，可以灵巧舞

动、自由随行，具备立体视觉、手眼伺服、运动控
制和自动导航技术，为多场景提供解决方案。

几步之遥外，身高 1.05米、机灵可爱的机
器人“阿凡达”的目光随着人走动而跟随。它
的头部和手臂区域设置触碰式感应区，接触
后会有相应的回应。

“‘阿凡达’可以按照用户的使用场景，定制
学习交流和互动体验内容。”诚迈科技陕西区域
销售总监崔博谦介绍，这款智慧仿人教育机器
人集智能交互、娱乐陪伴和教育教学于一体，
实现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养老等多场景应用。

在隔壁展台，钛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带
来的瑶光 T170A原型机，可供客户依据使用
场景定制功能。该款人形机器人能智能区分
一瓶可乐或矿泉水，从而精准抓取。“我们更
注重发展机器人的功能性，为人们的生活提
供便利。”该公司销售经理付小康说。

人形机器人“炫技”引关注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