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月18日 星期二

BIJIE DAILY04 文旅部邮箱:bjrbzm@bjrb.cn ■ 责任编辑/版式 罗 钦 编辑 张 黎

文旅·科普

本社地址本社地址：：毕节市七星关区招商财智中心毕节市七星关区招商财智中心1414楼楼 社长社长：：张培立张培立 承印承印：：毕节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83112758311275）） 广告经营代理广告经营代理：：贵州省川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贵州省川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83102008310200）） 零售价零售价：：11..4040元元//份份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本报常年法律顾问：：贵州出奇律师事务所孔德才贵州出奇律师事务所孔德才（（1860857312318608573123））

本报讯（记者 罗 钦） 近日，记者从

毕节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了解到，日前，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第五次全国

文化馆评估定级上等级文化馆名单》，我

市毕节市文化馆、七星关区文化馆、大

方县文化馆、黔西市文化馆、金沙县文

化馆、织金县文化馆、威宁自治县文化

馆、赫章县文化馆被评定为全国一级文

化馆，纳雍县文化馆获评国家二级文化

馆。

在本轮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中，毕

节市成为全省此批新增国家一级文化馆

数量最多的市州。

据了解，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每 4
年进行一次，是衡量文化馆建设、管理

和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机制，除对

文化馆馆舍面积、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

级必备条件进行评估外，业务建设、服

务效能、保障条件、改革创新等也列入

评估范围。

过去几年，我市围绕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工作，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基础设施，逐步推动文化资源共建共

享。在推进文化馆建设工作中，数字文

化、大型活动、对外交流、非遗保护、

培训辅导、基层演出等方面均佳音频传。

其中，毕节市文化馆持续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基础设施，逐渐推动文化资源

共建共享，实现了文化馆内社团活动

室、艺术培训室等公共文化场所全面免

费开放；书画作品展、摄影作品展等展

览展示活动广受群众好评；持续开展并

形成“文化进万家”“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戏曲进乡村进校园”等一系列品牌

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了门类齐全、形式

多样的免费课程，供市民交流学习，在

群众中形成热爱文化艺术的浓厚氛围。

各县 （自治县、市、区） 文化馆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不断吸纳民间文化能

人、文艺爱好者等加入，积极打造毕节

文化品牌，将歌舞、曲艺、书法、民乐

等带到村 （社区）；滚山珠、撮泰吉等非

遗文化焕发生机；赫章夜郎健身操队勇

夺“谁是舞王”中国广场舞民间争霸赛

总冠军；“每周一艺”系列文化活动拓宽

了文化馆惠民服务的范围，让文艺活动

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毕节市民

正共享、见证毕节市成功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后续成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毕节市文化

市场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守法经营意识，

确保文化市场经营单位依法依规经营，

近日，毕节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组织七星关区、毕节高新区 （金海湖

新区） 文化市场经营业主参加法律法规

培训，并签订守法经营责任书。

培训期间，经营业主学习了 《娱乐

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 等相

关法规、条例知识，并就我市节日期间

安全生产、疫情防控部署等内容进行学

习，以确保各经营单位牢固树立责任意

识，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切实做好疫情

防控常态化管理，把疫情防控、守法经

营、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各个环节。

培训会当天，毕节市文化市场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分别与网吧、电影院、

游泳馆等 80 余家经营单位签订了 《守

法经营责任书》。据了解，毕节市文化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还将联合有关

部门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一

旦发现问题，将依法对经营业主予以

查处。

（毕节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供稿）

在七星关城区，提到运动健身场

地，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有南山公园。

南山公园始建于 2018 年，公园面

积为 139.07 公顷，位于七星关城区南

部新区潘家大山北山麓，南靠群山，

临近市区南侧，北接深圳路。健身步

道贯穿整个山体，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融于其中，是一个集健身运动、休闲

娱乐、生态康养于一体的城市山体公

园。

南山公园以凤凰为图案原型，按

照图案对山体进行功能分区，是连接

市 中 心 与 南 部 新 区 的 交 通 及 景 观 纽

带，同时也是市区周边城市绿化带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公园分为入口千步梯区、登高漫

步区、山顶远眺区及生态体验区四大

部分，共 24 个景点。前三个区构成整

个公园的中轴线景观，生态体验区主

要分为雨水花园生态体验区和原生态

活动体验区，设置各种原生态山体体

验活动。

其中，北入口区域连接城市主干

道，地势平缓，设计了大型的市民广

场，也作为公园的主要人流出入集散

地。中轴线上利用高差设置大型的壁

画景墙、水景以及千步梯景观。登高

漫 步 区 “ 之 ” 字 形 盘 山 道 路 依 山 就

势，与向两侧延伸的道路共同勾画出

凤凰的图案骨架。

山顶远眺区连接公园位于半山腰

的南出口，利用地形设置了湖、溪流

以及登高望远的大型观景平台，作为

整个公园的中心景观区，是展现城市

形象的地标景观之一。

生态体验区包括雨水花园生态体

验区和原生态活动体验区。前者是分

析等坡山的汇水情况以及道路景观设

置的排水系统，在横向道路的局部，

“点”式布置隐形蓄水池，收集雨水，

作为区域浇灌水的补充，同时设置休

息节点和观景平台，一个点覆盖方圆

100 米半径范围，共设置 8 个，与道路

的排水沟和山顶远眺区的湖、溪流等

形成公园的雨水收集系统。

原生态活动体验区则是在整个山

体 散 布 的 各 种 活 动 场 地 ， 有 露 天 剧

场 、 儿 童 游 乐 场 、 探 险 迷 宫 、 攀 岩

壁、太极广场等，通过步行小道与南

山 塔 、 瞭 望 塔 、 千 步 梯 等 景 观 相 连

接，一起构成了南山公园的原生态体

验游览系统。

本报讯 寒冬时节，走进纳雍县龙

场镇大营社区，房屋错落有致掩映山

间，道路平坦宽阔、干净整洁……

近年来，大营社区切实改善环境卫

生，打造干净、整洁、舒适的宜居环

境，大力保护、继承和发扬特色传统民

族文化，扎实推动民族文化与乡村振兴

融合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区位和资源

优势，发展特色产业，种植草莓、杜鹃

花、刺梨、元宝枫等。

在大营社区草莓大棚内，一丛丛碧

绿的草莓苗精神挺拔，一朵朵洁白的小

花安静地吐着花蕊。“草莓园入驻以

后，居民们以散工的形式在基地里务

工，每天能有 100块钱的收入。”草莓基

地负责人杨俊介绍，大营社区生态环境

良好、人流量大、交通便利，为发展休

闲采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下 一 步 ， 我 们 将 依 托 生 态 草 莓

园，结合跳花节、芦笙舞等少数民族文

化元素，打造农家山庄。”大营社区驻

社区第一书记周光明表示，社区将继续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借助民族文化特色与生态环境优势，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集旅

游、休闲、观光、采摘于一体的农旅发

展模式，打造特色旅游乡村新名片，为

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纳雍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毕节市8家文化馆获评国家一级馆

黔西市文化馆外景（陈 颖 摄）

毕节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组织两城区文化市场经营业主进行法律法规培训

纳雍县龙场镇大营社区

发展特色产业 打造乡村旅游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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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 力毕节

南山公园

城市运动休闲好去处
□ 陈再雄 张 宇

南山公园一角南山公园一角 （（陈再雄 摄陈再雄 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者

盖博铭）《关于打通高校院所、医疗

卫生机构科技成果在京转化堵点若干

措施》 新闻通气会 14 日在京举行。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技术转移机构

建设、加强落地承接……北京推出 17
条举措，助力消除成果转化堵点。

长久以来，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

存在着高质量成果供给不足、成果承

接能力不足、供需信息渠道不够畅通

等问题。据介绍，若干措施通过夯实

制度基础，压实主体责任，引导高校

院所、医疗卫生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

等方式，畅通技术、资本、人才等要

素流通渠道。

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层面，北京

明确要求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制

定有关勤勉尽责的实施细则，支持各

级领导干部、科研人员改革创新。鼓

励各单位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建立

以转化为导向的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

机制。

在加强配套条件建设层面，北京

支持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提升技

术转移机构对成果转化关键要素的调

动能力，建立科技成果披露机制，提

供专业岗位、人才引进和资金保障。

在加强供需对接层面，北京将充

分发挥科技成果信息汇交系统作用，

并通过召开主题需求对接活动，加强

科技成果供需对接，打破高校院所与

企业之间信息壁垒。同时，各区政府

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专班，建立统

筹协调和服务机制。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

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闫颖表

示，北京将继续推动在京重点高校院

所、医疗卫生机构的科技成果在本市

转化，将北京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

北京推出17条举措
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

新华社重庆 1 月 14 日电 （记者

吴燕霞） 记者 13 日从重庆市科技局获

悉，科技部日前正式致函重庆，支持

该市建设重庆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这是“十四五”以来科技部

批复的第 3 家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力争到 2025 年，建成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区，成为西部地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的重要承载地和辐射源。

据了解，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是科技部为破解科技、

经济的深度融合难题，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的一项重大举措。

“重庆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区将以重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为建设主

体，按照‘一核多园’的空间布局，

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重庆

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一核”

即西部 （重庆） 科学城，“多园”即

重庆高新区、两江新区、璧山高新

区、永川高新区、荣昌高新区等。

据介绍，示范区将着力围绕 4 个

方面进行建设。一是打造科技成果转

化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深入推

进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完善收益分配机

制、评价激励机制。二是打造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体系“样板区”。加速发

展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培育专业化技

术转移机构，壮大技术转移人才队

伍，打造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做大

做强创新创业投融资规模。三是打造

科技成果区域协同转化“集聚区”。

高水平建设西部 （重庆） 科学城，高

标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四是打造

科技成果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优化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提

升科技成果中试熟化水平，加速产业

迭代升级，助力重庆由“制造重镇”

迈向“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重庆获批建设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新华社东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

华 义）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14 日宣

布，该校医学部和医院等机构的研究

者日前成功为 1 名脊髓损伤患者进行

了神经祖细胞移植，所用的神经祖细

胞由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 细胞） 培

养而来。庆应义塾大学称，为脊髓损

伤患者移植由 iPS 细胞培养而来的神

经祖细胞的手术是世界首次。

庆应义塾大学 14 日发布公报说，

神经祖细胞可分化为各种神经细胞，

手术使用的神经祖细胞是大阪医疗中

心利用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所储备

的 iPS 细胞培养分化而来。移植手术

于 2021 年 12 月实施，患者术后情况

良好。研究人员将对患者进行约 1 年

的研究，分析移植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这项临床研究针对亚急性期脊髓

损伤患者，计划为 4 名患者进行神经

祖细胞移植手术。

iPS 细 胞 是 通 过 对 成 熟 体 细 胞

“重新编程”而培育出的干细胞，拥

有与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分化潜力。

2018 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成功

向一名患者脑部移植了 iPS 细胞培养

的神经祖细胞，用于治疗帕金森病。

日本移植 iPS 细胞培养的
神经祖细胞以治疗脊髓损伤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者

张 莹） 长期以来，基因突变的随机

性一直是生物演化理论的基础，然而

这个生物学经典观点受到一项新研究

的挑战。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

分校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 《自

然》 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通过拟

南芥实验发现，基因突变并非是随机

的，而是以某种对植物有益的方式进

行。这一新发现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

人们对进化的理解，有望帮助科学家

培育出更具优良性状的作物，甚至帮

助人类开发对抗癌症等疾病的新疗

法。

基因突变是指DNA （脱氧核糖核

酸） 发生了无法修复的碱基对组成或

顺序改变。现有理论认为，最初的基

因突变是随机的，自然选择决定了能

够在生物体中观察到哪些突变。

这一国际团队在实验室中培育拟

南芥并对其进行 DNA 测序，以发现

其突变是否存在深层次规律性。

相比人类基因组由 30 亿个碱基对

组成，拟南芥基因组仅包含 1.2 亿个

碱基对，被认为是理想的遗传实验模

型植物。

研究团队发现，拟南芥基因组存

在低突变率区域，并且这些低突变率

区域出现了生存必需基因的过度表

达，例如参与细胞生长的基因。在这

些低突变率区域，基因的突变率降低

50%以上，生存必需基因突变率甚至

下降三分之二。

研究人员解释说，基因组中这些

真正重要的区域对新突变的有害影响

也很敏感，因此 DNA 损伤修复在这

些区域特别有效。

研究人员还发现，DNA被不同类

型蛋白质包裹的方式可以很好地预测

基因是否会发生突变，这意味着可以

预测哪些基因比其他基因更有可能发

生突变。

论文通讯作者、德国马克斯·普

朗克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科学主任德特

勒夫·魏格尔表示：“这种植物 （拟南

芥） 已进化出一种方法来保护它最重

要的地方不受突变影响……这令人兴

奋，因为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些发现

来思考如何保护人类基因免于突变。”

一项新研究挑战基因随机突变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