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与他的朋友们》
主题展览惊艳蓟州
“焚香、品茶、国学……这次来观展感触

最深的一个字就是‘雅’，把宋代文人墨客的
风雅体现到了极致。”陈笃是一名国学爱好
者，在网上看到《苏轼与他的朋友们——山
居宋潮人生活》展览开幕的消息就自发前来
观展，没想到被狠狠地惊艳了一把。
6月1日，本市沉香艺术博物馆蓟州场

馆推出《苏轼与他的朋友们——山居宋潮
人生活》主题展览。本次主题展览共分为
“西园雅集中的精神知己”“一缕香烟中的
真情流露”“宋代经济风向标——香药贸
易”“少年行国学堂”4个章节，通过陈列展
示诗词书画作品、香炉香具等文物展品，展
示了宋代文人墨客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及
宋代经济繁荣背景下的香药贸易盛况。
除了文物展陈，馆区内还设有多个户

外互动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参与到宋人
雅集当中，体验香、茶、诗、画等几大雅
事。不仅如此，展馆还专门针对青少年推
出了国学课程、自然观察等活动，让孩子
们可以深入了解宋代文化的精髓。据了
解，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蓟州场馆位于蓟
州区于桥水库南岸，馆区内20亩自然园
林风景宜人。本次主题展览正是依托蓟
州场馆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通过精心设
计的室内和户外交互展区，带领观众穿越
时空，深入体验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
墨客丰富多彩的山居生活。
本次《苏轼与他的朋友们——山居

宋潮人生活》主题展览，将持续至11月
10日。 新报记者安元

图片由蓟州区委宣传部提供

创建“无废园区”
资源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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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将开始世界首次月背“挖宝”

奔月30天 完成“精彩一落”

别开生面的净滩行动 海岸线新风景

百年“风云武会”重启

“水浒人物”同台通背拳苗刀上阵

这是人类探索月球的历史性时
刻！6月2日清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响起热烈的掌声，嫦娥六号着陆
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在鹊桥二号中继星
支持下，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
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
自5月3日发射入轨以来，嫦娥六

号探测器经历了约30天的奔月之旅，
在经过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
等一系列关键动作后，完成了这世界
瞩目的“精彩一落”。
“渐次刹车”减速接近月表——着

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实施动力下降，
搭载的7500牛变推力主发动机开机，
逐步将探测器相对月球速度降为零。
其间，组合体进行快速姿态调整，逐渐
接近月表。
“火眼金睛”选择理想落点——着

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通过视觉自主避
障系统进行障碍自动检测，利用可见
光相机根据月面明暗选择大致安全
点，在安全点上方100米处悬停，利用
激光三维扫描进行精确拍照以检测月
面障碍，最终选定着陆点，开始缓速垂
直下降。
“关键缓冲”确保安全落月——即

将到达月面时，发动机关闭，利用缓冲
系统保障组合体以自由落体方式到达
月面，最终平稳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
艾特肯盆地。
月背着陆时间短、难度大、风险

高，放眼世界也仅有我国的嫦娥四号
探测器曾在2019年初成功实现月背
软着陆。此次嫦娥六号不仅要实现月
背软着陆，更将按计划采集月球背面
的月壤，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批准
立项。从嫦娥一号拍摄全月球影像
图，到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
面软着陆；从嫦娥五号带着月壤胜利
归来，再到如今嫦娥六号即将月背“挖
宝”……20年来，中国探月工程不断
刷新人类月球探测的纪录。
成功着陆月背，只是开始。后续

着陆器将进行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
等状态检查与设置工作，随后正式开
始持续约2天的月背采样工作，通过
钻取和表取两种方式分别采集月球样
品，实现多点、多样化自动采样。
同时，本次任务还将开展月球背

面着陆区的现场调查分析、月壤结构
分析等科学探测。让我们继续期待嫦
娥六号“再接再厉”，不断传来更多好
消息！ 据新华社电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2024年餐饮资源
招商公告（第二批）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逐步实施，天津机
场将进入更快发展的轨道。我们诚邀国内外信
誉好、品质优的商户共同开启天津机场T2航
站楼无限商机。本次招商项目，总面积396平
米，分布于T2公共区。招商业态包括：咖啡厅、
饮品甜品、休闲茶艺等。
招商报名时间：2024年6月3日-2024年

6月7日
联系人：贺先生 电话：022-24906819

北京首都机场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三日

为确保按时间节点高质量高水平完
成“无废园区”创建目标，近日，西青经开
集团在园区内举办以“深化无废理念，共
筑绿色未来”为主题的“无废园区”创建宣
讲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广“无废园区”的创
建理念，提升园区内企业和员工的环保意
识，共同推动“无废园区”的创建工作，促
进园区的节能降耗和可持续发展。
西青区生态环境局土壤生态环境科

相关负责人明确了无废理念的核心内涵
和实践路径，表示区生态环境局后续将加
强宣传引导，提高公众对无废理念的认识
和重视程度，形成园区企业共同参与的良
好氛围，共同推动“无废园区”的建设。

新报记者张珊珊

6月伊始，一场别开生面的净滩
行动火热展开。随着旅游旺季的到
来，东疆湾沙滩景区游客增多，环境
压力增大，滨海新区文明办和东疆
海事局联合开展了一次净滩活动。

志愿者手持垃圾袋等工具，
结成小分队，在无人机的帮助下
沿着海滩搜寻，捡拾起散落在沙
滩上的烟头、白色垃圾、矿泉水瓶
等，小心翼翼地装进垃圾袋。太

阳晒红了脸，汗水湿透了衣衫，忙
碌的“红马甲”成为沙滩上一道特
别的风景线。

新报记者张珊珊
图片由东疆海事局提供

伴随着锣鼓声，大家一个接一
个地操练起来。“风云武会”以独流
通背拳、苗刀为基础，以《水浒传》人
物为角色，通过个人表演、对打等形
式展现独流武术的魅力。
“我开始练的时候是13岁，当时

最大的14岁，一般都是十来岁的孩
子，主要是冬三月练。”看着眼前这
群三四十岁的“孩子”操练完，目前
年龄最大的武会成员——92岁的杨

炳桂大爷进行了点评，“比起原来确
实差远了，这个得打小练起来，大家
还得苦练。”
杨大爷的儿子杨杰向记者展示

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杨炳桂大爷手
拿长棍与他人对练，动作十分娴熟。
“当时老爷子已经86岁了，可能跟从
小练这个有关，身子骨一直挺硬朗。”
回忆起过去“风云武会”的情

况，不少武会成员都表示，上世纪90

年代鼎盛时期，武会成员多达六七
十名，每年正月都会去庙会参加表
演。为了支持这项活动，村民还自
发组织过捐款。
然而，随着时光推移，当初的那

群“台柱子”逐渐老去，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忙于学业、生活，“风云武会”
便渐渐“搁浅”。
“北刘村拥有百年历史的‘风云

武会’，自 1998 年以来失去了传
承。经过村‘两委’及全体村民代
表、党员商议，计划将‘风云武会’重
新举办起来。”作为重启队伍中的一
员，王志国表示，他们每天晚饭后都
会练一练，定制的服装也即将到
位。今年暑假，还计划把村里的孩
子们召集起来，努力让这项活动传
承下去。

新报记者张珊珊

在静海区独流镇北刘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聚集在院内

等着观看表演。作为彰显尚武传统的一项文化活动，独流镇北刘村

“风云武会”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停了20余年的该项活动近期再度

重启。“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强身健体、

防身自卫等功能，更是传承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静海区独流镇北刘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志国介绍，自“风云武会”重启以来，已

有30余名武术爱好者加入，队伍正在不断壮大。

志愿者将捡拾的垃圾进行灵感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