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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详细资讯

本报讯 （记者 崔莉英） 27 日，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张彩平、王斌祥、薛瑞红工作室
在市北路梆子和耍孩剧种保护传习中心揭
牌，这标志着北路梆子和耍孩儿两大非遗剧
种的传承、研究有了专门的平台，更多戏曲
爱好者可以得到系统地培训和学习。

当日，张彩平的弟子们现场表演了北路
梆子折子戏《王宝钏》中的《拜寿》、《出水清
莲》中的《闺房》等；王斌祥、薛瑞红的弟子
们表演了传统耍孩儿戏《扇坟》《金木鱼》中
的折子戏以及耍孩儿戏中的水袖功等，充分

展现了 3 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传承成果。
揭牌仪式上，3 位传承人均表示会做好传帮
带，不遗余力地做好本剧种的传习工作，让
传统地方戏曲后继有人。

北路梆子和耍孩儿均为我市传统地方
戏曲，2006 年，雁北耍孩儿入列第一批国家
级非遗名录，2008 年王斌祥和薛瑞红被评
为国家级非遗“雁北耍孩儿”代表性传承人。
2011 年，大同北路梆子入选第三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同年，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张彩平
被确定为北路梆子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本报讯 （记者 高燕） 27 日，记者从市
爱卫办获悉，为消除老鼠、蟑螂、蚊子、苍
蝇的危害，防止新冠肺炎等疾病传播和流
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改善生活、工作环
境，日前，市爱卫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群
众性除“四害”工作，力争实现区域性验收

“一役达标”，确保我市“四害”密度降到国
家标准之内。

春夏季是鼠类、蟑螂、蚊蝇活动的高
峰 期 ，也 是 灭 鼠 、灭 蟑 、灭 蚊 蝇 的 有 利 时
机。此次我市除“四害”工作重点单位涉及
餐饮服务行业、食品酿造加工行业、粮油
储备、食品制售、医院、各单位食堂、火车
站、汽车站、百货商场、食品超市、农贸市
场和小区等。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社会政治稳定，要求各单位必须统一
使用省爱卫会许可的药品和器械，未经同
意不得擅自外购药，如擅自使用国家明令
禁止使用的急性（烈性）药及各种农药用
于卫生除害或杀虫，造成环境污染和人、
畜中毒事故的发生，将严肃追究决策者和
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同时，本次除“四害”工作实行“责任
追究制”，对领导不重视，灭鼠、灭蟑药品
不按规定购买使用，防鼠设施不落实的单
位，经市爱卫办和省除“四害”专家鉴定委
员会鉴定鼠密度、蟑螂密度超过标准和违
规用药的单位，将追究单位领导和有关人
员的责任，并依据《山西省爱国卫生管理
条例》《大同市除“四害”管理办法》及相关
法律规定进行处罚。

受访者感言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
遗产，是中华文化瑰宝，
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
文化自信，但是它又历经
了 1500 多年的沧桑，不
断地风化消亡。未来，我
希望云冈石窟这座艺术
殿堂，能通过数字化的方
式走遍全世界。

我和大同的故事

一台无影灯和棚闪灯投向工作区，将
黑暗的石窟照亮。一名工作人员手拿单反
相机，对着一尊佛像，正面、仰角、俯角、左
面、右面各个角度不停地拍摄，一尊佛像
大约需要拍摄照片 2000 余张。当日，洞窟
里还进行着另外两种采集工作：手持三维
扫描和站式三维扫描。只有通过三种方式
获得的图片和数据采集，最终才能生成准
确的三维彩色模型来定格云冈石窟的美。

云冈石窟共有 5.9 万多尊佛造像，近
年来，云冈研究院数字化室主任宁波带领
他的团队，一寸寸采集图片和数据，正在
让这些佛造像在数字空间里“重生”。

“云冈石窟是开展数字化难度最高的
一类石窟。”宁波说，最早，云冈石窟曾想
借用敦煌的数字化采集方法来做，但因
为敦煌数字化的对象主要是壁画，而云冈
石窟的主体是高浮雕造像，体量巨大，空
间复杂，雕刻精湛，数字化方法完全不同。
相比敦煌而言，云冈石窟的三维数字化采
集、存储、应用都更难。

目前，云冈石窟采用的近景摄影测
量、手持三维激光扫描和站式三维激光扫
描三种方式结合的数字化采集技术方案，
是宁波带领的团队探索了 10 多年才形成
的，而这支数字化团队也由最初的 1 个人
扩大到现在的 30多人。

“梦想是从事科研的首要驱动力，也
是支撑团队十年如一日前进的动力。”宁
波分享了他从事石窟数字化保护十几年
的一些感悟。在他看来，执着是从事科研
必备的精神品质。“科研的过程中一定会
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执着能够帮
助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坚持下去。”宁波说。

10 多年来，宁波带领他的数字化团
队，参与并见证了云冈研究院在数字化探
索道路上创造的许多个“第一”：2005 年，
完成云冈石窟第一张厘米级精度外立面
正射影像图，这是中国石窟寺第一张完整
的外立面正射影像图；2015 年，完成云冈

石窟大景区 2.3 平方公里三维模型，这是
第一个完整的云冈石窟保护范围的高精
度三维模型；2017 年，开展“明十三陵长
陵祾恩殿数字化保护”项目，这是云冈石
窟第一次对外承接世界文化遗产的数字
化保护工程；同年，定量测量砂岩质文物
表面风化速度的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首
次实现了定量测量石窟表面落沙量，这是
山西省文博系统第一个发明专利；云冈石
窟第 3 窟原比例复制成功，完成世界上首
例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原比例复制工作；
2019 年 ，作为主要起草人编写的《石窟寺
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规程 》发
布实施；2018 年，宁波代表云冈研究院参
加在美国纽约石溪大学举办的“数字视野
下的中国佛教艺术与遗址研讨会”并发言
交流，这是云冈研究院第一次参加世界级
文物数字化保护会议；2019 年，云冈石窟
第 12 窟原比例复制成功，成为世界上首
例积木式可移动复制窟；2020 年，云冈石
窟第 13 窟三维数字化采集达到迄今为止
最高精度单体石窟数字模型……

在石窟数字化保护领域执着耕耘了
10 余年的宁波，完善了石窟数字档案，使
石窟本体监测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先后完
成国家、省、市级科研课题 7 项，获得发明
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3 项，他的相关研究
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京故宫、十三陵、洛
阳龙门石窟等包括 5 处世界遗产地的 30
多项文物数字化工程，2019 年入选山西
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优秀人才和
山西省“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

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目前宁波
正带领他的团队，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
技手段，将云冈石窟的信息全部记录、重
现在数字空间里，再利用 3D 打印，将这些
洞窟等大、逼真地再现。如今，被“复制 ”
的云冈大佛已“走”进青岛、北京、杭州等
地，未来还计划“环游”世界。

本报记者 田雁

宁波：

“复制”一个云冈石窟给世界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彩平、王斌祥、薛瑞红工作室揭牌

耍孩儿水袖功展示耍孩儿水袖功展示 崔莉英崔莉英 摄摄

不遗余力做好剧种传习

宁波正在采集石窟数据

宁波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举
办的“数字视野下的中国佛教艺
术与遗址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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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动手围剿“四害”

增强城市“免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