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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城入冬首现美丽朝霞冲上热搜
今起陆续大风降温冷空气不断周后期最高气温跌至冰点

昨日清晨，你有没有被火红的朝
霞美到了？今年入冬以来，津城也曾
多云过，也曾阳光明媚，但如此美丽的
朝霞还是第一次见。在社交平台上，
“天津的朝霞美翻了”登上同城热搜榜
第五。据了解，降雨、降雪大多情况下
京津会同步，这次美丽的朝霞京津地
区也是联袂上演，北京同样出现了美
丽的朝霞。

为何冬天出现这么美的朝霞

据天津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孙密
娜介绍，云和阳光的相互“配合”形成了
昨日美丽的朝霞。“这是由于太阳光线
与大气层中微小颗粒的相互作用。当
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时，穿越大气层，光
线在穿越过程中会遇到大气中的尘埃、
水汽、冰晶等微小粒子。这些粒子如同
无数微小的镜子，将太阳光线进行散
射、折射和反射，从而产生了我们眼中
那绚烂多彩的朝霞。”孙密娜表示，在可
见光谱中，蓝色光波长最短，因此在清
晨时，当太阳光线较为微弱且角度较低
时，蓝色光被大量散射，使得天空呈现
出淡淡的蓝色调。随着太阳逐渐升高，
光线变得更强，穿透力也更强，能够穿
透更深层的大气。这时，除蓝色光外，
红色、橙色等波长较长的光也开始被散
射，这些颜色与蓝色光混合，就形成了
美丽的朝霞。这次津城出现的朝霞颜
色也不尽相同，淡蓝色、橙黄色、火红色
在不同的时段纷纷呈现出来，将天空渲
染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此外，气象条件也会影响朝霞的
出现与色彩变化。在晴朗无云的天气
下，朝霞更加清晰明亮，在多云或有雾
的天气里，云层或雾滴会作为额外的
散射体，使得朝霞的色彩更加柔和且
层次丰富。

周内气温一路下滑

昨日津城天空晴朗，气温也在回
升，最高气温接近9℃，暖意回归。不
过，早晚天气仍然寒冷。据孙密娜介
绍，本周本市仍多冷空气活动，气温还

是呈现一路下滑的发展趋势。其中，
周五、周六大风过后，津城最高气温接
近冰点。
从今天白天开始，第一股弱冷空

气抵津，届时有偏北风3-4级，风力将
持续至周三白天，气温开始下滑，周
二、周三白天最高气温降至4-6℃，夜
间最低气温在-2℃左右。周四第二股
冷空气到来，在高空槽影响下，天空转
阴，最高气温下降至3℃。周五到周
六，新一股冷空气将带来4-5级偏北
风，受其影响，气温再度下降。周六最

高气温为1℃，最低气温跌至-5℃，北
部地区接近-7℃。
“第一股弱冷空气是单独的冷空

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而第二股冷
空气和第三股冷空气接连而来，可以
说第三股较强冷空气补充到第二股冷
空气中，所以大风降温强度更加明
显。其中，最高气温甚至接近0℃左
右。”孙密娜表示，虽然本周冷空气活
跃，但目前来看，出现大规模明显降雪
的可能性并不大。 新报记者张珊珊

摄影崔航达程功

爱看《甄嬛传》的人除了迷上“八百
个心眼子”的剧情，也都惊艳于“娘娘
们”华丽的服装和首饰，这些就用到了
传统的“花丝镶嵌技艺”，这项工艺现在
还进入了天津的高校，甚至帮助听力障
碍的大学生夺得了全国大奖，并为他们
的创业、就业打开一扇窗。

如今，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学习、
研究那些蕴含着智慧与文化，体现着
精湛技艺的“非遗”作品。“非遗”带给
年轻人无限美的体验，丰富他们的精
神世界，甚至助力他们创业、求职、交
友……年轻人也不断赋予“非遗”新
的创意，二者的“双向奔赴”促成了有
效、有益的传承。

花开无声丝丝有情

由市教委、市残联共同主办的第
三届全国残疾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近
日在津落幕。天津理工大学代表队的
“花开无声—津派花丝工坊”项目获得
了一等奖。

花丝镶嵌是一门古老的中国传统
手工技艺，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
史。“津派花丝制作技艺”2022年被列
入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采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

是为一绝”，花丝镶嵌被誉为“燕京八
绝”之一，如今它又有了新的“成绩”：
走进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花开
无声—津派花丝工坊”，工坊里展示着
学生们精心设计的产品，精美花丝配
饰，精细的缠花工艺，学生们用巧思配
以掐、填、攒、焊、编织、堆垒等传统技
法打磨出来的“宝贝”闪闪发光，照亮
了学生们的未来。
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副教授

刘虹介绍：“花开无声—津派花丝工坊，
由我们学院与天津首饰厂合作，为怀揣
梦想的听障学生，开辟成为设计师的一
条新赛道。我们邀请非遗大师走进校
园、走进课堂，分享技艺心得与创作经
验，多次组织学生赴生产基地实习、参
观，了解传统工艺。工坊成员将津派花
丝制作技艺融入现代领域，将深厚独特
的津派文化作为特色文化资源并转化
为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与生活的完美融
合。校企合作构建出聋健融合的工作
坊模式，促进非遗技艺的传承，助力听
障大学生自主就业，带动文化创意、旅
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项目
借助互联网直播的优势发展传播非遗
文化与手语文化，为听障人士开通更多
的视野领域。”

团队成员朱明静现在是研二的学
生，她表示：“我们工坊的成员通过与
非遗传承人的交流、学习，深入了解这
项传统工艺。大家一起调研、整理津
派花丝纹样与形态设计等，共同挖掘
津派文化与现代装饰艺术的可通之
处，团队与非遗传承人将设计稿由想
象变为现实，制作出精美绝伦的现代
花丝首饰产品，并推向市场。自己有
了参与实践的机会，掌握了一门技艺，
对未来就业也更有信心。”

爱上非遗生活增色

如今，“非遗”不再只是传承人坚
守的一门传统手艺，而是走进大众生
活，成为不少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
重要方式。特别是一直追求时尚的年
轻人，现在却成了“非遗”的“粉丝”。
随着“非遗”文化传播渠道的不断扩
大，保护和传承“非遗”的支持力度不
断增强，有关“非遗”的精彩作品不断
走红出圈。年轻人开始主动学习相关
技能。目前在津城极受欢迎的“青年
夜校”，与“非遗”相关的课程成为“主
力”。通过学习，大批“业余非遗手艺
人”凭着一腔挚爱，学到了一门技艺。
他们探索制作富有创意、新意的“非

遗”手工艺品，各种香包、漆扇、陶艺被
展示在朋友圈；插花、制香、茶艺成为
朋友间研究的话题；曲艺、戏法、古琴
成为聚会上“显摆”的资本……年轻人
给传统非遗文化赋予新时代的新内
涵，成为非遗文化传承新力量。“非遗”
也给他们忙碌的工作增添了无限情绪
价值。
近日，本市还举办了“京津冀青年

非遗体验营暨京津冀三地青年非遗传
承人大会”。来自三地的60多名青年
非遗传承人带来了精美的非遗作品进
行展示，古法造纸技艺、传统拓印、杨
柳青年画、葫芦烙画、百衲拼布技艺、
内画、剪纸……样样精美，件件别致。
大家分享了自己传承“非遗”的心路历
程和面临的挑战。
今后，三地将在非遗项目保护、人

才培养、市场推广等方面加强合作，让
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非遗”，相信
会有更多年轻人爱上“非遗”，让它给
自己的生活添一分色彩，甚至帮助自
己走出创业、就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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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三地青年展示精美非遗作品

当代年轻人为何迷上“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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