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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 所高校 200 名师生与太

谷区校地协作，以“数字档案”为纽

带，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

务熔铸一炉，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

“活态传承”的范本。这不仅是一次

技术赋能的保护实践，更彰显了新时

代文化遗产传承的集体智慧。

数字筑基，让历史可触可感。

三维激光扫描掠过宋代大殿的斗

拱，无人机航拍捕捉清代民居的屋

脊曲线……这场测绘行动的本质，

是以科技之力对抗时间的侵蚀。传

统测绘技法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既

保留了古建筑的空间肌理，又赋予

其可量化、可追溯的数据生命。太

谷古城的“数字档案”在虚实之间架

起桥梁，让消逝的时光重新凝固为

可研究的样本。这种“科技+人文”

的双重编码，正是当代遗产保护最

坚实的底座。

校地协同，为传承注入活水。

20 所高校的跨地域协作，打破了学

术资源的壁垒，形成了保护合力的

“乘法效应”。多元学科背景的碰撞，

使得测绘不仅是数据采集，更成为一

场文化解读的盛宴。这种“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文化遗产保

护从学术高阁走向田野实践，真正实

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薪火相传，以青春守护永恒。当

年轻学子在古建屋檐下攀爬测量时，

文化遗产的薪火已悄然传递。通过

跨校协作，青年一代既锤炼了“择一

事终一生”的专业精神，更建立起“守

护文明根脉”的使命认同。这些在测

绘现场被汗水浸湿的图纸，终将化作

文化自信的种子，在更广阔的土地上

生根发芽。

文化遗产不是封存的标本，而是

流动的江河。当高校的智力资源与

地方的文脉积淀相遇，当青春朝气与

古老文明对话，我们终将找到那条

“让文物活起来”的康庄大道。

数字筑基 文脉长青
□路丽华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通讯员

薜志佳） 近日，来自全国20所高校的建

筑学科师生齐聚太谷古城，对古城内20余

处珍贵古建筑开展系统性测绘，为拥有

1400多年历史的太谷古城建立精准“数字

档案”，筑牢科学保护根基。

本次行动由相关高校与晋中市太谷

区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联合开展。

参与的院校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央

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山东建筑大

学、沈阳建筑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内蒙

古工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兰州

交通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南理工大

学、云南大学、南阳理工学院、山西农业

大学、湖北工程学院、太原学院、晋中信

息学院，共有 20 所院校建筑遗产保护方

向的200余名师生聚焦太谷古城，对古城

的完整格局与代表性建筑，通过“传统技

法+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从建

筑单体到城市肌理的全面记录。测绘选

点涵盖宋代安禅寺大殿、无边寺白塔，明

代鼓楼、文庙、城隍庙、县衙建筑群，以及

清代晋商民居、票号、私家园林等典型建

筑遗存。

记者看到，太谷古城内，测绘团队运

用水平仪、测距仪等传统工具，结合三维

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拍等先进技术，精准

记录建筑立面、结构细节、装饰纹样。通

过手绘草图与数字建模同步推进，让每一

处历史痕迹都被清晰“解码”。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

师田甜表示：“太谷区从宋代到明清时期

的建筑异彩纷呈，整体建筑保存较为完

整，城市格局也很好，所以，这次行动面向

全国高校，吸纳更多专业人士投入到测绘

行动中。而且我们这次采用丰富的现代

测绘技术来辅助测绘，就是为了更精准地

实现目标。”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汤诗旷讲道：“这次联合测绘的主要

核心是为太谷古城建立一份详实的身份

档案和动态的健康记录，为古城未来的

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在测绘行

动中，也融入了我们对于大学生基础教

学的实践，让学生的专业实践不仅仅体

现为画一份测绘图纸，而是让他们能够

以敬畏的态度深切感知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重要性，以珍爱之情从实践中提升

专业技能。”

太原理工大学学生陈登星说：“初次

来到太谷，看到这么多古建筑，特别兴

奋，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实

践课堂。太谷古城是珍贵的活态遗产，

我们记录的不仅是一栋房子，更是一段

历史、一种文化。来自不同学校的师生

在一起工作、交流、学习，这种跨校协作

的经验也特别宝贵，拓宽了我们视野的

同时，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文化遗产

的责任感。”

据了解，测绘成果将直接服务于太谷

古城保护规划。活动期间，清华大学等高

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还将通过专题讲座，

系统解读古建筑测绘的历史脉络与核心

要点，为实践注入专业深度。

业内人士认为，这场持续7天的跨校

联合行动，既是青年学子用数字技术与千

年历史的对话，更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

的生动实践。精准的“数字档案”不仅为

太谷古城筑起科学屏障，更探索出高校助

力文明传承创新的有效路径，为守护历史

根脉提供了鲜活范本。

全国20所高校200名师生齐聚太谷古城展开文化遗产保护新图景

校地协作共绘古城“数字档案”

记者述评

本报讯 （记者 王爱媛）

7月4日至6日，山西中医药大学

“胡兰岐韵”研究生社会实践团

前往吕梁市文水县杭城村开展

了为期 3 天的暑期“三下乡”爱

心义诊活动。这支由中医药专

业研究生组成的队伍，以实际

行动诠释新时代医学生的责任

担当。

“我这个肩膀舒服多了，你们

明天还在吗？”66 岁的肩周炎患

者卢彩娥在接受针灸治疗后，紧

紧握着任傲医师的手激动询问。

这样的场景在义诊现场不断上

演。实践团成员运用扎实的针灸

技能，针对村民常见的颈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关节炎等慢性疾病

进行精准治疗。

“武元大爷，您的血压有点

高，平时可以多按揉合谷穴和足

三里穴，辅助调节身体状态。”在

健康科普区，实践团成员陈波正

围绕穴位保健，为村民进行细致

的个性化健康指导。团队精心

设计了“穴位养生指南”主题科

普板块，以通俗易懂的方言和清

晰直观的图示，向村民介绍不同

穴位的位置、按揉方法及保健作

用。考虑到老年人和孩子操作

便捷，陈波重点选取了合谷、足

三里、外关等简单易找的穴位进

行科普。

带孩子来参加活动的杨玉

云奶奶兴奋地说：“这个外关穴

的按揉方法真简单，我回去就每

天给孩子按按，预防感冒。”村民

王银叶阿姨也满脸笑容地感慨：

“以前都不知道按按穴位就能养

生，今天学了这些实用的方法，

以后自己在家就能做，真是太方

便了！”

团队成员 3 天内共接诊患

者 200 余人（次），其中 37 例顽

固性疼痛患者症状得到明显改

善。带队教师关林表示：“看到

学生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惠民

实绩，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义诊活动虽已结束，但实践

团的脚步并未停歇。返程前，团

队成员仔细整理了此次实践收集

的 217 份临床病例，这些病例将

成为研究生课外实践的重要数据

来源。“这次‘三下乡’爱心义诊活

动，让我们真正理解了‘大医精

诚’的深意。”实践团团长姚春苗

在总结会上说，“今后，我们将继

续扎根基层，用青春和热血书写

新时代的‘岐黄’篇章。”

这场跨越校园与乡村的爱心

接力，不仅为村民送去了健康福

音，更在青年医学生心中播下了

济世为民的种子。山西中医药大

学的学子们正以实际行动，让岐

黄之术在三晋大地生生不息、枝

繁叶茂。

岐黄薪传三下乡 青春筑梦践初心

山西中医药大学“胡兰岐韵”研究生社会实践团前往文水义诊

7月4日，祁县乡村e镇玻璃器皿电商销售间内，主播正在

推介新研发产品。近年来，祁县持续优化电商环境，发挥电商

转型创新作用，产品远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加速特色专业

镇高质量发展。 记者 杨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