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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平利县兴隆镇人民政府委托，我公司将在安康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ak.sxggzyjy.cn/）以
网络竞价方式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 拍卖标的：
1 号标的：位于平利县兴隆镇冠汝社区 C 区 1 幢

101 室，建筑面积 849.85㎡，
2 号标的：位于平利县兴隆镇冠汝社区 G 区 4 号

楼一楼 101 室，建筑面积 451.10㎡，
3 号标的：位于平利县兴隆镇冠汝社区 F 区 1 号

楼一楼 101 室，建筑面积 486.37㎡，
4 号标的：位于平利县兴隆镇冠汝社区 F 区 4 号

楼一楼 101 室，建筑面积 342.35㎡。
二、拍卖时间及地点：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下午

16 时 00 分至 2024 年 7 月 30 日上午 11 时 00 分 （限

时竞价除外） 在安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ak.sxggzyjy.cn/）举行。

三、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 2024 年 7 月 29 日，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欢迎有意竞买者即日起前来咨询、实地查勘标的
物，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 16 时（以到账时间为准）前
交纳竞买保证金 1 万元每标的到指定账户，在安康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申请，同时携带
有效证件、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本公司办理线下竞
买登记手续。

联系地址：安康市汉滨区西大街 11 号
联系电话：0915-3216489 17809153393 梁女士

陕西昌盛永恒拍卖有限公司
2024 年 7 月 19 日

拍
卖
公
告

有关企业、个人（地面设施所有权人）：
依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康市汉滨区 2014 年度第

七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陕政办批 〔2014〕
942 号），需对项目红线内县河镇姚河村一组集体土地进行
征收。根据现状初步调查及村组指认，涉及红线内集体土地
上除本村组村民所有的地面附着物外的地面附着物 、构
（建）筑物等设施暂无法确认所有权人。

为保障上述设施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和项目建设用地
顺利推进，需对上述设施进行现状调查登记、确认，即为下
一步补偿金额提供评估基础资料， 也为确保 7 月底前完成
清表工作。 请上述设施相关所有权人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与单位相关工作人员联系， 同时提供以下材
料和提出书面意见（诉求）：

一、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项目立项、土地流转、
租用协议等相关资料。

二、提供地面附着物、构（建）筑物等设施所有权证明材
料。

逾期不提供相关材料、不提出书面意见（诉求），本单位
将指定一家评估公司会同村组、 公证处等多方单位现场进
行现状调查登记、确认、评估、留档，因此造成的相关损失将
由所有权人自行承担。

联系人：张赛 电话：15909155793
特此通知

汉滨区县河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7 月 16 日

汉滨区县河镇人民政府
关于项目用地土地征收涉及地面房屋
及附属设施现状调查登记的通知

持续强化政治建设，营造清明政治生态
———清廉安康建设宣传标语

在北京中轴线北端， 城市地标鼓楼和钟楼前
后纵置、静静伫立。步入鼓楼，数字互动体验展“时
间的故事”， 让古建瞬间切换为全沉浸体验空间，
在光影变幻中为参观者讲述古人的宇宙观和计时
智慧， 领略古老建筑与数字创意碰撞出的时尚火
花。

这一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的实践案例，在
2024 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国际论坛上受到关注。
连日来， 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 来自加拿
大、意大利、希腊、韩国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 200 余
个文化机构、高校和企业的代表，围绕历史城镇、
三山五园、数字石窟寺、人工智能、考古遗址、修缮
与展演等多领域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探索分享
经验。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推动数字技
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在数字化浪潮中，如何利
用新技术新方法，做好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研究
管理和展示阐释，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热议话题。

借助数字交互技术， 解读三星堆遗址出土重
点文物的价值，体验面具彩绘复原、青铜鸟足神像
虚拟拼合和青铜神树解构； 通过数字技术和光影
投射，让新疆龟兹石窟壁画跃动生辉，现身于北京
首钢园三高炉；搭建线上展厅，让中国秦将军俑与
希腊青年士兵俑进行跨时空“对话”；只需在手机
上选择一款造型，利用机械臂 3D 打印技术，就可
让机器人快速制作老北京糖画这一 “舌尖上的非

遗”……论坛上，各种“数字遗产”应用精彩纷呈，
让人大开眼界。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
生活， 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
空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解冰在论坛上表示，近
年来，以虚拟现实、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速赋能， 极大推动了
文物事业的创新发展， 让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焕
发出全新活力。

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
表达插上翅膀，也让文化遗产更亲近、可感。 英国
社会科学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林珲在会
上介绍其团队对江西的古城古村、 书院碑刻等进
行数字化复现的成果。通过考古和历史学研究，再
利用数字技术， 团队将白鹿洞书院内场景进行数
字化呈现，展现千余年前书院内古人的学术活动。

“数字化是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的重要方式。 ”
林珲说， 游客来到书院， 不仅能看到真实的建筑
物，还能走进复原后的虚拟历史场景，甚至与数字
人互动，“这对人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人类活动和
中国社会的演变很有意义”。

“通过数字采集、数字存档，我们完成了圆明
园 1：1 数字模拟搭建， 在虚拟现实系统中呈现圆
明园的时空变化， 在遗址现场用数字投影技术为
人们重现万园之园的盛景……” 中国古迹遗址保
护协会数字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贺艳向与会

嘉宾介绍团队打造的“数字圆明园”项目。
在她看来， 从传统工匠到拥有数字知识的新

型人才， 从过去笨重的测绘采集设备到今天轻便
快速的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分析，文化遗产行业
正在数字化时代迎来新的机遇。 “过去，许多科技
企业认为文化遗产行业‘太小’，不愿进行专业研
发，现在我们可以结合更好的应用场景，开展技术
集成创新，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同时，也可
形成全新业态和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增长。 ”贺艳
说。

“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必须从挖掘文化遗
产的价值内涵出发， 在开展保护前提下进行活化
利用，特别是要关注以人为本的场景活化。 ”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党安荣教授表示， 要做好文化遗产
的永续传承， 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工作还需要多
学科、多行业、多部门的共同合作，以及多类型、多
地区、多国别的相互借鉴。

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
府、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数字遗产专业委员会联
合主办。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数字遗产专业委员
会主席、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教授富尔维奥·里瑙
多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并发
挥重要作用，“中欧都拥有悠久璀璨的历史文明，
在数字遗产方面加强交流合作极具意义”。

（新华社北京 7 月 19 日电）

“数字遗产”如何催生新质生产力？
———专家学者共话数字时代文化遗产保护

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高搏扬 马晓冬

（上接一版）中国党、政府对越中两党两国关
系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阮富
仲同志的特殊感情，越方深受感动，深表感
谢。 阮富仲同志生前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为
发展越中友谊付出巨大心血、 作出巨大贡
献。 越方将继承阮富仲同志遗志，落实好越

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
持将发展对华友好合作作为越南对外政策
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推动具有战略意义
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继续向前发展。

蔡奇、王毅等参加吊唁活动。

“冬病夏治”好时机 新华社发 王琪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