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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种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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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世运会火炬配套组件亮相

采火棒上有4500年前的指纹
◎ 刁蕊雪黄明玥雷倢

让逝有所安

民政部发布殡葬领域行业标准

7月 16日，2025年第12届世界

运动会（下称成都世运会）火炬配套

组件（火种灯、采火棒、采火器、火种

盆等）在成都亮相。10天之后，它们将

被世运圣火点燃，见证世运会历史上

的首次火炬传递。“火炬及配套组件

融合了很多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文

化元素，将文化和体育结合在一起。”

宝墩遗址博物馆学术馆长唐淼说。

竹是四川最具代表性的植物之

一，也是成都世运会火炬的重要元

素，在火种灯、火种盆、采火棒的顶部

也使用了绿色，呼应火炬上的竹元

素。“宝墩遗址出土的碳化竹片证明，

竹子曾是古蜀先民建造屋梁、制作器

具的材料，更是成都平原4500年生

生不息的见证。”唐淼说。

火炬配套组件还蕴藏着一场跨

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采火棒握持处，印着宝墩遗址出

土的4500年前的陶片上的指纹。唐

淼介绍：“当现代人手持采火棒，手指

覆上古蜀先民的指纹印记，这便是远

古成都和现代成都的呼应。”

火种灯的造型则如同三星堆太

阳纹青铜铃。该青铜铃象征着光明、

能量和生命力，展示了古人对天地万

物的敬畏之心，也承载着祈求保护与

驱邪避灾的愿望。这一设计不仅强化

了火种灯传递火种的精神，还表达了

人们对光明和活力的追求。

太阳神鸟纹样则被融入火种灯

的顶部，象征着光明与力量，寓意运

动员追求卓越与超越自我的精神，激

励运动员奋勇争先、挑战极限。

火种盆整体造型创意灵感来自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圆尊。“火种盆

上有3个时间刻度，体现了成都平原

古蜀文化时期3种文物的特点。”唐

淼说，火种盆上的宝墩文化的稻穗

纹，不仅是陶器纹饰，更是成都平原

“天府粮仓”的起源；三星堆标志性的

眼睛纹饰，凝视着金沙太阳神鸟在盆

底绽放金光；4只神鸟环绕旋转的太

阳，如运动员围绕圣火奔跑，将古蜀

先民对光明的崇拜与当代体育精神

完美融合。

采火棒底部以神圣凤鸟像托举

采火棒，传递“凤飞鸣则天下平”的古

老祝愿。采火器顶部的太阳神鸟纹代

表太阳，象征光明、温暖、生命和力

量。太阳神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和宇

宙力量的崇拜，用在采火器上，隐喻

着火源于太阳的古老信仰，进一步强

化了火种的神圣性。

火炬底座设计采用青铜神兽元

素。青铜神兽在古代被视为守护者，

具有驱邪避灾、保护平安的力量，表

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

（图源：成都世运会组委会）

山西省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举行

本报讯（袁兆辉）7月16日，由山西省委

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等13个部门

主办的2025年山西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启动仪式暨集中示范活动在朔州怀仁市举行。

“三下乡”活动是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深入

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自开展以来，始终面向

基层、服务“三农”，切实把文艺舞台搭到基层、

把先进科技送到田间、把医疗资源送到百姓身

边，助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深受

广大农民群众欢迎。

此次活动，省市有关部门开展了理论宣

讲、文明集市、普法讲座、专家义诊、科普宣传、

文艺汇演等惠民服务，共为当地群众捐赠了价

值420余万元的农用物资、农技推广项目、各

类图书等。

7月16日，民政部发布《殡仪接待服务规

范》等十项新制定、修订的殡葬领域行业标准，

涉及殡仪接待、骨灰寄存、公墓安葬、骨灰海

葬、公墓祭扫、网络祭祀等方面。

这批行业标准将如何规范服务行为、保障

服务质量，更好实现“逝有所安”？“新华视点”

记者采访权威专家进行解读。

规范行业，提高服务透明度

近年来，部分殡仪服务机构存在不透明收

费和服务不规范的问题。此次制修订的系列标

准，要求提高相关服务透明度与规范性。

新版标准提出，在骨灰寄存等环节，殡仪

服务场所要在醒目位置公示服务流程、收费标

准及依据、监督机关和监督电话等信息；在殡

仪接待等环节，要求出具费用明细清单，提供

正式结算凭据和发票。

“以往规范中，收费标准解释权偏向从业

者；修订后，公示收费标准成为服务机构的义

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全国殡葬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王志强说，“明码标价，

有利于营造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殡葬市场环

境，让逝者家属更安心。”

新制定的《遗体和骨灰追溯通用要求》有

关条款明确，在流转服务环节采集关键追溯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丧事承办人、服务项目、服务

时间、服务地点、服务费用、经办人员等信息；

为保护信息安全，通用要求提出应建立安全有

效的追溯信息共享机制，明确追溯信息使用

权限。

“通用要求是一项通则，对其他规范和要

求有统领性。”王志强介绍，采集关键追溯信息

做法将贯穿遗体或骨灰接运、保存、告别、火

化、安葬（放）全流程，“安全监管无缝衔接，可

以加强遗体和骨灰流转合法性和透明度、服务

规范性，提高殡葬业管理和服务水准”。

移风易俗，增加生命教育内容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主

任李玉光表示，随着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和文明祭扫祭祀，既顺应环

保趋势，也符合节俭美德。

VR实景、3D建模、赛博花束……出于种

种原因不能现场祭扫的人们，近年来有了更多

选择。

在网络纪念空间，逝者亲属可自由选择整

体风格、设计细节、背景音乐；亲友间分享纪念

空间，以实名或匿名方式在页面献花、点烛、留

言，表达缅怀和追思。

然而，由于缺乏规范管理，部分平台服务

内容参差不齐，个别出现内容低俗化甚至恶

意祭祀现象。为此，新修订的《网络祭祀要求》

提出，对账号注册及设立虚拟祭祀空间等操

作建立规范有效的认证审核管理流程，不应

设置过于娱乐化或商业化的功能，例如游戏、

购物等。

此外，系列标准通过规范丧葬仪式、墓地

管理等，提倡节俭、绿色、文明的殡葬理念，引

导社会风气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修订后的《公墓祭扫服务规范》也专门增

加了生命教育内容，鼓励挖掘生命文化内涵，

依托服务机构载体，通过哀伤辅导、人生回顾

等方式，倡导尊重生命、厚养礼葬、慎终追远。

“殡葬标准不仅是技术规范。”王志强认

为，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推动殡葬领域改革，既

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逝者安葬的合理需求，又兼

顾了生态保护和社会文明发展。

保护生态，水、土、气、声全覆盖

“我们老早就交代过孩子要‘魂归大海’，

干干净净来，干干净净走。”今年4月，福建省

厦门市举行的一次集体骨灰海葬活动中，市

民黄奶奶手捧菊花，完成老伴的骨灰海葬

仪式。

近年来，骨灰海葬作为一种生态安葬方

式，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2024年，全国共实

施海葬5.35万例，较2019年增长26%。

系列标准倡导包括骨灰海葬、树葬、花葬、

草坪葬等在内的节地生态葬，引导行业减少对

土地资源占用，推动殡葬业向绿色、环保方向

发展。

如果操作不规范，骨灰海葬可能对海洋生

态造成污染和破坏。修订后的《骨灰海葬服务

规范》明确，“骨灰专用器皿应满足环保和可降

解的要求”“应及时回收海葬祭祀专用物料中

如包装纸、花篮等不入海的物料”。

李玉光表示，修订后的标准融入了最新环

保理念和技术要求，可降低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负面影响。

遗体火化时会产生烟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等污染物，现行国家标准已对火葬机构的

环保设施装置配置、大气污染物监测等提出要

求。新修订的《遗体火化服务规范》明确，火化

场所大气污染物排放、噪声控制应符合相应国

标要求，避免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严格规范服务标准，是实现殡葬业健康

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

长刘涛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强发布标准的

培训和实施，切实发挥约束和引导作用。

（记者魏冠宇朱高祥丛佳鑫）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来的都是客 只需票一张
◎ 郑志浩丛雨萌

一场演出带来多重消费需求

7月5日，广东的陈女士来到成都参加新

蜂音乐节。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音乐节，虽然青

睐的歌手还未开演，但现场许多场景已让她

感到新奇。明星应援杂货铺、文创饰品、品牌

餐饮……穿梭其中，陈女士就消费了零食、非

遗手工文创等。

“看演出不只是听歌，喜欢的偶像和演出

现场，都能给人带来情绪价值。”陈女士说，这

次她多订了一天住宿，准备去都江堰景区、太

古里等成都热门地点打卡。

来自重庆的王巧玲在入场前专门定做了

全新的面部妆造——“音乐节适合更为大胆的

妆容，释放青春活力，也很出片。”

作为大型演出常客的成都市民曾婷，音乐

节前已做了多手准备，充气垫、遮阳装备等一

应俱全。“除了看喜欢的歌手，更重要的是，我

们歌迷可以来一场联络感情的聚会。看完演

出，我在成都邀请大家一起吃火锅。”

多样的需求，让音乐节现场近百家商家看

到了商机。

“入场两小时就卖了1000多杯柠檬茶，

这还没到客流高峰时期。”深圳市大曾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曾永宏介绍，上半年公司

已为全国多地的演出提供餐饮服务。“年轻人

是这类演出消费的主力，我们也将开发新的

餐饮产品。”

首次参加音乐节的余俐佳，在其摊位摆出

了手工香皂、香囊等。“来之前还比较忐忑。”余

俐佳说，看着周围聚起越来越多年轻人，长舒

一口气。“很开心，得到了年轻人的认可。”

化妆师吴蕊雪每场大型演出前一般能接

到10多个订单。“个性的彩绘、编发等妆造是

很多年轻人自我表达的方式。”吴蕊雪边说边

收拾行囊，她还要赶往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

煌》的演出场馆，完成下一个订单。

一张门票撬动文旅消费活力

免费参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武侯祠博

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这是《受

到召唤·敦煌》的超两万名观众享有的权益。此

外，多家餐饮品牌参与联动，提供八五折优惠、

会员价、赠品等。根据主办方统计，超过130家

商家参与演出前后的消费联动优惠活动。

“活动涵盖吃、住、行、游、娱等方面，以新

颖的形式让舞台景观与景区景观联动。”中国

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示。

“外省观众占比超45%。通过购票凭证引导

他们前往一些文旅点位，多留一段时间，可以拉

动周边的消费。”成都九麟优创文化传播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周涛说，在城市配套消费政策的

支持下，一张票根可以将分散的场景串联成消

费闭环，引导观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以成都为例，根据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统计，1至5月，成都开展音乐演出2100余场，

票房收入4.74亿元；开展5000人以上大型演

出43场，票房约3.2亿元。演艺市场持续火热，

带动餐饮、住宿、商圈等综合消费超25亿元。

四川文旅资源丰富，坐拥中西部地区营业

性演出最大票仓，正以演艺经济为抓手激发文

旅消费活力。今年初，四川12个省级部门联合印

发《四川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链专项工作方案》，

明确聚焦演艺产业等十大重点领域，推动文化

和旅游产业链式协同、集群发展、能级提升；6月

17日，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举行，审议通过了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业的决定》，明确提出：

打造演艺赛事产业发展高地。引进高水平演艺

赛事活动，支持举办大型演唱会和音乐节、影视

节，积极承办国际国内顶级体育、文艺、电竞等

赛事，推广“跟着演艺（影视、赛事）去旅行”。

提振释放更多消费潜能，四川接下来将大

力发展“音乐+旅游”“演出+旅游”等新业态，

努力构建全域、全季、全链、全龄、全时的文旅

产品体系新格局，持续打造“锦绣天府·安逸四

川”文旅品牌。

演唱会现场听歌手的歌唱、户

外音乐节跟着节奏尽情摇摆、大型

场馆里的万人合唱……当下，年轻

人成为大型演出的拥趸。一张张门

票汇聚成为演出现场的人头攒动，

更推动演艺消费形成新生态。

一场大型演出，能带来哪些直

观可感的消费增量？记者进行了实

地探访。

● 提高相关服务透明度与规范

性，殡仪服务场所要在醒目位置公示

服务流程、收费标准及依据、监督机关

和监督电话等信息，出具相关费用明

细清单，提供正式结算凭据和发票

● 规范网络祭祀活动，新修订的

《网络祭祀要求》提出，对账号注册及

设立虚拟祭祀空间等操作建立规范有

效的认证审核管理流程，不应设置过

于娱乐化或商业化的功能

● 倡导包括骨灰海葬、树葬、花

葬、草坪葬等在内的节地生态葬，引导

行业减少对土地资源占用，推动殡葬

业向绿色、环保方向发展

采火棒。
火种灯。

4500年前的
指纹。

（上接1版）

探索治理路径
“智慧蓉城”与“微网实格”双向联动

7月初，一场特大暴雨袭城。成都人民公

园日降雨量飙升至353.8毫米，突破中心城区

日降水量历史极值。面对极端强降雨考验，成

都积极探索多元“治水”之道。

得益于成都市气象部门结合自主研发的

“蓉城·灵犀”人工智能模型，暴雨降临当天下

午，成都提前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启

动三级应急响应。汛期城市韧性安全智慧管理

系统作为“神经中枢”，对成都中心城区7600

公里排水管网、96座下穿隧道及入河排口实

时监测、智能调度、精准防汛。在防汛一线，7.8

万余人次社区“微网实格”力量闻“汛”而动，

2.5万余名志愿服务力量参与防汛救援，为市

民生命财产安全撑起“防护伞”。

大城治理，千头万绪。作为常住人口超

2100万的超大城市，成都的关键抓手是推动

“智慧蓉城”与“微网实格”双向联动，探索超大

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

线上，“智慧蓉城”建设作为全市“一号工

程”，构建起“王”字型城市管理架构，推进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社会

诉求“一键回应”、数据资源“一网通享”。

线下，激活一个个社区“细胞”力量，构建

“微网实格”治理体系，形成社区总网格3045

个，配备微网格员15万余人。

随着成都世运会临近，街头巷尾、房前屋

后也在悄然变化。在这场覆盖全市城乡的人居

环境“净优亮美”专项行动中，社区网格员搜集

问题线索，居民主动参与改造，社会组织集智

聚力……一个个“城市边角料”焕发新生。

从“智慧蓉城”到“微网实格”，从安全韧性

到有机更新，城市的良序善治与人民的幸福生

活相得益彰。

（上接1版）

“文化合伙人”激活了文明实践新动能，谁

能成为“文化合伙人”呢？

在夏庄街道清晖路社区的清晖书院，除了

20余家教培机构组成的“文化合伙人”队伍，

以公益性质提供教学场地，为居民提供低于市

场价的课程教学；社区里的贤达人士也积极参

与课程教学，书院建成了一支由社区居民组成

的，人数众多、常态循环的“文化合伙人”队伍，

为社区文化服务增效提质。

“书院全年开设60多门特色课程，服务

覆盖老中青少全年龄段居民2万人次。”清晖

路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还利用小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小站，将书院课程直接派送至

楼座单元，让优质文化服务真正“飞入寻常百

姓家”。

不仅于此，河套街道小涧西社区的博智书

院有一群返乡创业“文化合伙人”，充分发挥专

业特长，在文化服务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

动能。上马街道林家村的乡情书院已经成为培

育文明乡风、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

如今，在青岛城阳，文化书院已突破单纯

传授知识技艺的场所边界，蝶变成凝聚群众精

神磁场、培育文明风尚的文明实践新地标。“文

化合伙人”们也依托这一平台，在实现自身价

值的同时，通过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供给，推

动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文化合伙人”激活
文化书院新动能

从公园城市起笔
描绘现代化人民城市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