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剪纸、琴筝制作、雕版印刷、书画篆刻……来到扬州的仁丰里，仿佛
来到了一座非遗博览馆。在街上58家文化空间，都可体验非遗技艺、传
统民俗。

江苏目有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彡寻民艺”文化空间便是其
中之一，在这里，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以民间文艺为载体的文创产品。

在文创产品开发中，创新创意是核心，知识产权保护
则把握着关键命脉。“彡寻民艺”文化空间也是仁丰里版
权工作站的所在地，让不少文化工作者在“家门口”就可
以完成版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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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新闻视频里看到这张
照片后，我就有了想把它修复出来
的想法，让这张照片变得更清晰，
这也能为这名烈士的寻亲工作带
来一些帮助。”居旭东告诉现代快
报记者，时间跨度 82年的这张照
片，破损比较严重。因为手上没有
照片原件，修复起来难度相当大。

为了更好地完成还原，居旭东
团队们一起进行了讨论，总结出了
这名女子的主要特点。“从照片里
可以看到，她是双眼皮，圆脸，年纪
为十几岁，这就为修复工作定了个
大致的方向。”居旭东说，他们先通
过修复技术，将照片上遮挡人物的
污泥一点点去掉，但完成后发现原
图还是比较模糊。接下来他们就
将照片的清晰度提高，并进行上
色。为了让还原出的照片更符合
其所处的年代，修复的风格也偏向
复古的感觉，尽量保持这名人物的
气质。

居旭东说，想要成功还原照
片，最关键的是要捕捉到人物的气
质，而每个人的理解和感受也不一
样，所以他们团队 4 个人分别来
做，完成了多个版本，最终汇总在
一起进行讨论，提取出每个版本的
优点，并将其进行结合。“修形容易
修神难，每个版本都有各自的优点，
比如年纪更符合、脸型更还原、神情
更相似等等。”居旭东介绍说，整个
修复工作持续了一周时间，才完成
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最终版本。修复
后的照片中，女子头戴银发夹，身穿
灰蓝色褂子，这也都是80多年前比
较流行的服饰和发饰。

让居旭东高兴的是，很多网友
看到后都表示了肯定。“有网友说，
修复后的照片就是他看到老照片后
想象出的模样，这表明我们的修复
工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居旭东说。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居旭东
出生于 1991 年，大学专业是网络

工程，但他一直都非常喜欢美术，
毕业后接触到了古画修复和老照
片还原工作后，他也比较感兴趣，
便选择了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已
经有七八年了。

这些年来，居旭东会接到老照
片修复的委托，帮助很多人找回了
以前的回忆。“很多都是当过知青
的老同志，年轻的时候能拍照片很
困难，只留下了一两张作为纪念。
修复这样的老照片，对他们来说能
带来很大的慰藉。”居旭东说。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除此之
外，居旭东还帮助寻亲家庭，绘制
失踪儿童长大后可能的模样，并借
由网络进行寻找，给这些家庭带来
更多的希望。将美术与科技融合，
让艺术与现实碰撞，产生特别的

“化学反应”，在居旭东看来，他现
在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也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帮助到更多
的人。

烈士紧握82年的照片，是他们修复的
南通90后：4个人做了多个版本，提取优点再结合

现代快报记者从武进警方获
悉，4月6日下午2点，武进凤凰南
路上，一辆运货卡车行驶过程中突
发意外，撞断护栏冲入路边河中。
事故发出的巨响引起路人注意。
在附近幼儿园开烧烤店的新疆小
伙斯依提艾孜孜·努尔麦提正在做
开店准备，听到声响后立刻飞奔过
来。

当时，小货车坠入河中的速
度很快，河水一下子就淹到了驾
驶室的车顶，司机还困在车内无
法脱身，河水也开始灌进驾驶
室。努尔麦提来不及脱衣服就跳
到车顶上。

努尔麦提发现小货车的车窗
玻璃无法打开，透过车窗，他看到
司机在里面挣扎着，努力仰着头。
河水很快充满了驾驶室，驾驶员几

乎只有鼻子露在外面呼吸，而水位
还在不断上升。

努尔麦提连忙用拳头连续猛
击主驾驶窗玻璃，最终成功将玻璃
砸碎，把司机从驾驶室拽出来，又
架着司机的胳膊往桥边送。在岸
上群众的帮助下，努尔麦提将司机
抬了上去。

见有多个热心人照顾着司机，
努尔麦提才查看了被玻璃划伤的
手，但也只是简单擦了擦伤口，松
了口气，就默默穿过围观的人群，
走回烧烤店继续做开业准备。

4月25日下午，常州市武进区
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到
马杭，找到努尔麦提，为他送上奖
金并颁发见义勇为证书。

“在交流中，我们才了解到努
尔麦提是中国共产党党员。28岁

的他已有5年党龄，在老家新疆依
力克其乡做过辅警。为照顾家人，
半年前才来到常州经营烧烤店。”
常州市武进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秘
书长徐旻介绍说。

“平时做生意不戴党徽，但我
一直带着，放在宿舍抽屉里。为人
民服务嘛，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
努尔麦提一边烤串一边笑着说。

徐旻说，武进警方在武进公安
微警务公号上发布了努尔麦提见
义勇为的事迹，网友们纷纷点赞，
不少网友都说被感动了。

“他的一声‘我是党员，五十六
个民族一家亲’让我热泪盈眶！”还
有网友求努尔麦提烧烤店的地址，
要去捧场。“他的助人为乐，是他朴
素的价值追求。这种真挚，让我们
共鸣而感动。”徐旻说。

烧烤小哥勇救落水司机
网友点赞求烧烤店地址

“有车辆坠河了，赶紧救人啊
……”4月6日下午，常州武进街头
出现了感人一幕：一位新疆小伙飞
奔而来，跳入河中，抡拳砸开车窗
玻璃，将困在驾驶室内的司机拖出
驾驶室，之后又消失在人群。当常
州武进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
找到他时，这位小伙只是说，他是
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嘛，五十六
个民族一家亲。”

通讯员 张宇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葛小林

文创设计点亮诗意古城
让民间文艺“活”起来

4月10日，河北肃宁退役军人
事务局在迁葬雪村战斗牺牲的烈
士遗骸过程中，发现其中一名烈士
双手抱在胸前，他手里面有一枚小
镜子，里面镶了一张美丽的年轻女
性的照片。据推测，这张照片已经
在他手中紧握了82年。近日，这
张照片被技术修复，“还原”出了这
名女性的清晰容颜，打动了无数网
友。据了解，修复这张照片的是位
于南京的“TR美术”工作室，创立
者居旭东是南通海安人。4月26
日，他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照片
修复背后的故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千年运河的年轻表
达，用创意讲好古城故事

“我出生在东关街，从小在老
城区长大，对扬州这座城市感情很
深。”目有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
创始人名叫吴晓娴。

2010年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
后，她便开始自主创业。一直致力
于研究古城文化，先后开发了不少
民俗类文创产品。

在吴晓娴看来，仁丰里是她梦
开始的地方，这里有很深厚的民间
文艺基因。吴晓娴希望通过开发
一件件文创类产品，宣传推介扬州
古城，将古城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雨伞、扑克牌、钥匙包……各
种各样的文创产品，覆盖了衣食住
行各方面。其中，有一套“运河十
二景”藏书票格外吸引眼球。这套
藏书票采用传统的经折装形式，既
别致典雅，画风又很时尚，对扬州
的运河风情进行了高度浓缩。

吴晓娴介绍说，之所以选取藏
书票来展示运河文化，是因为藏书
票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
石”，“比起书签来，它更有传承
性，对年轻人来说也更有新意。”

于是，公司便以“运河十二景”
为创作题材，设计了这套“运河十
二景”藏书票。由4人参与设计，
采用雕版印刷、剪纸的艺术表现手
法，提取各景点艺术特色与地标建
筑风光。

藏书票制作过程中，公司青年
员工与民间手艺人相互交流讨论，
最终选择应用苏州的手工纸、常州
的龙泉印泥、安徽的手工松烟墨等
材料，并结合扬州的雕版进行制

作，将扬州剪纸、清代扬州画派、扬
州篆刻等民间文艺元素融入其中。

版权助力，让文化和
手艺都真正“活”起来

吴晓娴除了是一名文化工作
者，她还有另一个身份——“版权
宣传大使”。“原创作品是文化工
作者的心血，没有版权的保护，很
可能就被他人抄袭或剽窃，这是对
文化创意的一种伤害。”在吴晓娴
看来，文化不分界，理应在互助中
传承。

“彡寻民艺”文化空间也是仁
丰里版权工作站的所在地。墙上
挂着宣传版权的标语、桌上放着
《图解版权知识》宣传手册、印有
“版”字的帆布袋……走进“彡寻民
艺”文化空间，处处都能看见版权的
元素。此外，吴晓娴还时常会组织
街区的艺术家们，开展版权保护讲
座，让更多人了解版权的重要性。

“每一名文化工作者都可以来
到这里，完成版权受理、初审、登
记、发证等‘一站式’版权服务”，
吴晓娴自豪地表示，大家在“家门
口”就可以完成版权登记。

为了激励更多民间手艺人进
行版权登记，目有彡也购买了一部
分项目，并将其运用在文创产品的
生产中。吴晓娴说：“通过版权转
化，艺术家的生活多了一个渠道的
保障，我们的这个产品又有了艺术
家的加分，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吴晓娴说：“我们正在建设扬
州文化 IP的一个基因库，希望通
过版权的助力，让扬州的非遗民俗
得到更好的保护，让文化和手艺都
真正‘活’起来。”

努尔麦提砸窗救人 武进警方供图

修复后的照片还原女子神韵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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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苏宁）作
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
度较高的省份之一，江苏如何解决
广大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实现

“苏适养老”？4月26日，《老龄文
明蓝皮书（2023）》（以下简称“蓝
皮书”）在无锡正式发布，给出了
答案。

蓝皮书总结了诸多江苏经验，
包括形成了原居享老、社区安老、机
构颐老“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发展
格局。比如江苏推广家庭养老床
位，目前全省已建成家庭养老照护
床位2万张。还积极推动构建社区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发挥社区支
撑家庭养老的重要作用，力求解决
老年人“一餐热饭”，满足老年人“就
近服务”，提供老年人“有效看护”，
让养老服务触手可及。

江苏省老龄事业发展研究会

副会长、老龄文明智库首席专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
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林闽钢
教授代表老龄文明智库，介绍了蓝
皮书相关情况。他认为本书有两
大特点：第一，从国际化视角聚焦
老龄文明，推动老龄文明从理念变
为共识。第二，以老龄文明共识推
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以及相关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等方
面的研究。

连续两年作为蓝皮书出版方，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徐
海表示，与 2022 年蓝皮书相比，
2023年蓝皮书特色鲜明：在学理
上进一步丰富了老龄文明的内涵；
大幅增加了调查和研究部分的内
容比例；让有代表性的国际老龄社
会建设成果成为“镜子”，折射出
当下中国老龄化的特殊性。

让老龄文明理念成为共识
《老龄文明蓝皮书（2023）》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