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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河道范围内的 480 户居民告别
了破旧的平房；长巷头条等 9 条胡同先后进行
了市政改造、架空线入地和胡同景观提升。经过
8 个月的整治，京味儿的厚重与水乡的灵秀相
得益彰，热闹与安谧呼应得恰到好处，胡同别样
的韵味提升了周边居民的幸福感。

让文物说话

挖掘历史寻“京味儿”

与其他胡同街区的环境整治不同，西打磨
厂街在拆违封堵、留白增绿、恢复胡同风貌的同
时，还引入文化创意元素，为古老街区开启了新
的生活。

这样的变化源自对老城保护理念的转变。
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夏林茂说，要留住老北京
的乡愁和记忆，就要保护好老城的文化底蕴，除
了加强文物建筑、名人故居、会馆、四合院等的
保护利用，保护胡同肌理，还应深入挖掘老城胡
同文化的内涵，把东城的老字号、老物件、非物
质文化遗产组织起来，让它们活起来、动起来，
讲好老城故事。

经过两年多的整治，曾被占用的临汾会
馆原址经过“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
法”的修缮，不仅摆脱了“大杂院”的旧貌，更
摆上展品、配上讲解员，以“北京会馆文化陈
列馆”的新颜成为展现北京会馆文化的“活化
石”。

“馆内陈列有多处历史遗存。”段金梅介
绍，走进馆内可以了解北京独特的会馆文化、
会馆保护现状，感受历史的积淀与厚重。

西打磨场街在尊重历史、延续文脉的前
提下引入国际化元素，包括文化创新、民生
服务、科技环保、艺术交流、国际跨界等领域
在内的商业、办公功能，让老街区“活”了起
来。民国的老旅店变身钱币博物馆、7 处“大
师院”在国内外知名建筑设计师手中复
活……人们说，今天的北京找回了“京味
儿”。

让文化说话

老城活化焕新生

家住草厂四条的居民丁淑凤说：“以前

胡同里都是黄泥路，一下雨溅一身泥，街
道坑洼不平，卫生间味道大。现在，我们街
道成了‘网红’，要来这儿串门得提前‘预
约’！”

以民生改善为根本，以街区复兴为目标，
以精细化管理为保障，2014 年，前门东区责
任规划师朱小地参与到草厂片区的街区更新
中，重新雕塑胡同之美。

“我们严格保护了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
改造中，包括地面的起伏、每个院落的格局、
门的朝向、门楼及山墙面貌基本延续了老城
的景观。”朱小地说。

胡同里的民生改善与街区复兴没有止于
“面子”。记者蹲点发现，草厂四条翻天覆地之
变背后的民生点滴，都跟一个名叫“小院议事
厅”的组织有关。

“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民定，小
院议事厅既是社区公共事务的议事平台，也
是社区服务功能的延伸。”前门街道草厂社区
党委书记朱耿亭介绍，“我们每月召开两次讨
论会，针对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需求与困
难，邀请相关部门与居民一起商议解决方

案。”
走近草厂四条 29 号院，远远就能看到

大门左墙上的电子“刷脸机”，供居住者“刷
脸”进门。百余平方米的小院保留了红柱、青
砖、灰瓦，散发着浓郁的老北京气息。房屋被
改造成了三个单间，加入了现代的宜居元
素。

这是老院落“腾笼换鸟”之后的一个新
鲜尝试。天街集团总经理助理姚文国介绍，
腾退之后，这个院落完成了硬件改造，有暖
气，有热水，房屋外墙安装了保温层，安装了
智能家居的控制系统。如今，这三个房间作
为青年公寓对外出租，引进了年轻群体与老
建筑、老胡同和谐共生，让老胡同多了“科技
范儿”。

前门东区的沧桑变化，让生在草厂、
长在草厂的 69 岁居民张俊义感慨万千：
“如今在沿河边遛弯，我脚步轻快。享受这
么好的环境，心里能不高兴？能不痛快？”
他的身后，古老胡同的现代生活画卷正徐
徐打开。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

闹市中的诗意栖居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记者党琦 、王
沛)近日，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由计算机处
理天文望远镜所获数据而得到的图像)轰动世
界。但少有人知道，“拍摄”黑洞照片的大功臣
“相机”——— 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
列望远镜(ALMA)是什么样子，它所在的智利
为何是国际天文学界公认的天文观测绝佳之
地。

如今世界各国都将大型望远镜建在智利。
中国科学院南美天文中心文特峰观测台站也正
在那里建设，未来可能在大型的天文国际合作
中为中国增光添彩。

ALMA 为何是“功臣相机”

世界多国科研人员参与的“事件视界望远
镜”项目 10 日发布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在该项
目用于联合观测黑洞的 8 台射电望远镜中，
ALMA 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ALMA 项目天文学家维奥莉特·因佩利
泽里直言，这台望远镜是“事件视界望远镜”项
目的核心。

中科院南美天文中心主任王仲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拍摄黑洞照片，少了 ALMA
就不行。

专家解释说，因为这台望远镜不是简单一
台射电望远镜，而是由 66 台口径 7至 12 米的
抛物面天线共同组成一个望远镜阵列，直径可
达 16 公里，代表了当今国际射电天文最先进的
观测能力，在观测效率上比此前各国拥有的同
类设备提高一个量级，分辨率能超出哈勃望远
镜 10 倍。

参与“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的中科院上海
天文台研究员路如森说，随着这样高灵敏度的
亚毫米波望远镜于 2013 年投入使用，黑洞成像
观测才成为可能。

“黑洞成像需要观测毫米波和亚毫米波，这
是它最擅长的。”王仲说。

智利为何是“观星胜地”

智利有“星空之国”的美誉。阿塔卡马沙漠
拥有全世界绝佳的天文观测条件，全年晴夜数
可达 320 天左右，气流稳定、空气干燥、无光污
染，加之智利政府长期、稳定的支持政策，不少
国家都将大型望远镜建在智利，十几个大型项
目甚至同时在这里兴建。

除了 ALMA，欧洲南方天文台筹建的下
一代极大望远镜也正在智利修建。这台望远

镜由 7 9 8 个六角形小镜片拼接成直径
39 . 3 米的主镜，集光面积达 978 平方米，
预计 2024 年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光学望远镜。

欧洲南方天文台智利代表克劳迪奥·梅
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极大望远镜项目预计
投资 11 亿欧元。智利政府和社会各界几十年
来一直大力支持发展天文事业，并将‘零光污
染’夜空作为国有资源来保护，这也是我们将
大项目放在智利的重要因素。”

“北半球最好的台址位于夏威夷，南半球
位于阿塔卡马沙漠。银河系中心在南天区，距
银河系最近的恒星星系大小麦哲伦星云也在
南天区。最近十几年，在美国夏威夷建设大型

望远镜的空间严重受限，全球大多数大型望
远镜都建在智利。”王仲说。

中国在“观星胜地”不缺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型天文观测设备在阿
塔卡马投入使用，天文科研产出取得很大进
步。获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宇宙加速
膨胀”天文观测结果、2017 年的“引力波光学
对应体”发现，均由位于阿塔卡马的天文台观
测或验证。

欧洲南方天文台于 1963 年开始在智利
建设天文观测台，如今在阿塔卡马沙漠已有 3
个天文观测台。美国在智利也建有天文观测

台。日本、韩国也正在智利建设自己的望远
镜。

2016 年，中国国家天文台和智利北方
天主教大学签订协议，在阿塔卡马合作建
设天文观测基地。如今，在距离极大望远镜
仅 30 公里处的文特峰，中科院南美天文中
心文特峰观测台站正在建设中，已初具雏
形。

大型天文望远镜设备已成为国家高科技
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前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台长、探月工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
学家严俊对记者说：“在智利建设以我为主的
超大型光学望远镜，是中国天文学工作者的
共同心愿。”

“拍摄”黑洞照片的功臣“相机”为何在智利

▲这是 3 月 12 日拍摄的“望远镜阵列”ALMA 。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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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4 月 12
日电(管建涛、黄腾)专业调
解化解矛盾纠纷，诉前调解
减轻群众“诉累”，“说和”调
解主动发现矛盾……黑龙江
省大庆市通过人民调解提升
基层治理能力，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限
度实现矛盾不上交、就地就
近解决问题，为社会“减压”，
为人民服务。

专业调解：“让专

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一大早，张国庆来到大
庆市人民调解中心，将一起
土地纠纷提交到这里。这是
他在这儿处理的第三个“大
事”。

张国庆是大庆市红岗区
杏树岗镇金山堡村村民。此
前，他因误诊导致伤残，赔偿
问题与医院一直争执不下。
经过调解中心调解，医患双
方达成协议，1 个多月后张
国庆拿到了 18 万元赔偿款。

类似案例在大庆很多。
针对矛盾突出的医患关系，
大庆市司法局 2013 年成立
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开始通过人民调解化解
医疗纠纷。2015 年大庆市人
民调解中心成立。

万晓琳是大庆市人民调
解中心的专职调解员，主要
负责调解医疗纠纷，“作为第
三方调解机构，如何赢得双
方的信任是最难的。”工作 3
年多，每年万晓琳参与调解
的纠纷都有 100 件左右。

为了确保调解的专业
性，大庆市还组建起由医疗
专家、心理专家、司法鉴定专
家等近 200 名专业人士组成
的人民调解咨询专家库。

采访期间，赶上专家库
成员吴景华正在分析几起医
疗纠纷鉴定结果。“相对于医
患双方，我们没有利益牵扯，
而且还有专业背景，比一些
调解员更专业。”吴景华说。

“目前中心已经有 336
起医疗纠纷得到有效化解，

涉及金额 3800 多万元，为群众节省很多诉讼成本。”大庆市
人民调解中心负责人孙延刚说，如今中心可调解矛盾纠纷
范围已经扩展到交通、物业等 11 个领域。

为了稳定调解员队伍并保持工作积极性，调解员和专
家可根据矛盾纠纷复杂程度和调处效果，通过“以案定补”
和“咨询经费”等方式得到补助。大庆市通过购买服务的方
式为人民调解创建便利条件，每年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专
项经费在 1300 万元左右。

诉前调解：“再好的刀疮药，不如不切口”

在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法官会把一些
适合调解的“小纠纷”转到人民调解中心常驻法院的人民调
解室。

退休法官丁树山是调解室的调解员，他熟悉法律法规，
也有处理纠纷的经验。这间调解室也被称为“老丁调解室”。

“前段时间处理一起交通肇事纠纷，受害方来到法院准
备起诉肇事方索要医药费。纠纷被转到人民调解室后，我给
肇事方打电话‘唠’了一通。不到两天，受害方就收到了肇事
方赔的钱。”老丁说。

2018 年，“老丁调解室”调解了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转来的纠纷 411 件，其中 154 件调解成功。“这种
‘诉调对接’的矛盾纠纷处理方式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量，也方
便群众。”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刘俊说。

除了“诉调对接”，大庆市司法局和市公安局还共同推
动“警调对接”。在大庆市龙岗区 6 个社区警务室中设立治
安纠纷人民调解室，派驻的人民调解员在民警、辅警、社区
工作站人员配合下，化解矛盾纠纷。

“再好的刀疮药，不如不切口。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
纠纷，造成的社会创伤相对较小，可以减轻群众的‘诉累‘’。”
大庆市司法局局长刘勇说，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处理不好，
就可能演变成“民转刑”“民转诉”的“大事”。

“说和”调解：“最大限度就地就近解决问题”

寂静的夜晚，一名“楼长”巡查时，听见一户人家传出阵
阵争吵声，便入户询问情况。

原来一家兄妹三人，弟弟和妹妹曾出资为老人购置了一
套房产。多年后老人去世，弟弟和妹妹想拿回房产，而大哥却
觉得自己照顾老人多年，理应“分一杯羹”，于是便争吵起来。

事发地在大庆市龙凤区兴化社区。听到“楼长”转述后，兴
化司法所所长郭丽莉赶紧来到现场“说和”。最终，弟弟和妹妹
每人拿出两万元作为对大哥的“补偿”，大哥主动放弃房产，一
场可能诉至法院、甚至导致亲情破裂的风波被及时化解。

像这样主动介入纠纷的调解经历，郭莉丽已记不得有
多少次。社区里，不少群众被发动起来，成为“楼长”“网格
长”，深入社区、楼道巡查，提早发现矛盾纠纷。

针对矛盾越往基层越集中、越复杂的实际情况，大庆市注
重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构建起村居、乡镇、县区、市级四
级调解网络。

大庆司法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积
极防、主动调、盯紧事、用好法，实现矛盾不上交”的人民调
解“4543”大庆模式：搭建市县乡村“四级平台”，凝聚调解组
织、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五方力量”，
突出法治化思维、专业化队伍、多元化方法、规范化程序“四
化标准”，强化组织、机制、人才“三重保障”。

大庆市司法局副局长杨琦说，2013 年以来大庆各级人
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约 11 万件，最大限度实现矛盾
不上交、就地就近解决问题。

因人民调解等工作成绩突出，今年初司法部为大庆市
司法局记集体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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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米乐

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被某图片公司“申
明版权”引发的风波，激起了媒体、设计师、网民
等对“碰瓷式维权”乱象的声讨。4 月 12 日，国
家版权局发布通知要求各图片公司要健全版权
管理机制，规范版权运营，合法合理维权，不得
滥用权利。迫于舆论压力，几大图片公司都选择
了暂时关闭网站进行自查。

黑洞照片版权风波让人们意识到，当前社
会不仅面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也存在
“碰瓷式维权”甚至“敲诈式维权”的问题。当下
网络空间同时存在“盗图没人管”和“不敢用图”

两个极端。实践中，如果对“无意侵权”和“明知
故犯”不做合理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就会纵容
“敲诈式维权”。

权利的发展是一个从单薄到丰富的过
程，权利越发达，约束越复杂，因为“你之权
利，就是他人的义务”。如今中国知识产权的
形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互联网时代，原来黑
白分明 、行之有效的“约法三章”已经很难有
效定分止争，就需要立法与司法实践的与时
俱进。

法律不仅要保护著作权和创新性劳动，
还得保障信息的正常传播，这是权利应有的
平衡状态。我国对作为知识产权的版权保护
日益重视，成果显著，全社会的版权意识也不
断增强。但此次由黑洞照片引发的争论，也提
醒：著作权保护工作还需更加精细精准，更加
条分缕析、明辨权责。

早在 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就原则性规定：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
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
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2014 年，
最高法在相关案件中明确，只要照片上有图
片公司的水印，就推定其拥有版权。当年的
这个司法标准，降低了著作权人的维权门
槛，体现了司法机关保护著作权的决心。但
这种司法标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些
图片公司把不属于自己的作品盖戳叫卖，进
而诉讼索赔。如果司法政策和标准没有及时
跟新，还是按图索骥，唯公证书、唯水印认定
著作权，就可能出现偏差，给“碰瓷式维权”

以可乘之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务之急，
要在正视问题的基础上更加细化标准，为版

权制度打补丁。

客观而言，图片公司在培养公众的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问题在于，一些图片公司并非真心维护
著作权，而是将“维权收益”当成主要收入来
源。在这种商业模式下，它们最关心的可能
不是如何防止侵权、保护摄影师的著作权，
而是用一些手段引诱他人误用、扩大侵权，
进而伺机提出高额索赔或要求涉事企业、媒
体签订合作协议。有知识产权专家称，有的
公司在起诉了很多家之后，仍然不对涉案图
片进行明显标识，这种情况就存在“引诱侵
权”的嫌疑。

此外，一些遭遇著作权纠纷的媒体和企
业质疑，部分律师、行业协会和司法机关在维
权与诉讼过程中扮演了比较可疑的角色。比
如在一些著作权纠纷中，有法官不主张对簿
公堂，反倒苦口婆心地劝被告“破财免灾”，这
种做法让人费解。

面对鱼龙混杂的著作权市场，司法机关
要拿出足够的智慧来应对，多拿出几个标准
来鉴定权利的真伪，拿出更精细化的解决方
案来应对不同的案件，不能刻舟求剑，更不能

以“保护知识产权总没有错”的来掩饰著作权
案件的复杂性。

尤其对于“引诱侵权”“碰瓷式维权”等操
作，不能将之等同于普通维权，而有必要审查
其权利的正当性，严肃审视是否存在滥诉问
题。对于“恶意侵权”和“误用图片”，在责任轻
重上应做出区别对待；对正规新闻媒体、自媒
体和商业机构等不同主体，应根据不同的损
害结果、主观态度、事后补救情况做出精细化
处理。保护知识产权固然重要，但不能把“重
罚”当唯一手段。

从现实来看，知识产权保护要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但公众呼吁的是更精细化的著作
权有偿使用制度、更公平的知识产权司法裁
量，严格区分侵权的性质，有效防范“钓鱼”

(设陷阱故意诱使侵权用图)、“养猪”(早就发
现侵权用图片，却不及时警告和主张权利，待
积累到大量后再索偿)。版权保护，绝不是保
护“碰瓷式维权”。

当然，任何媒体、机构和个人，也要借此
次风波好好上一课，进一步提升著作权保护
意识，坚决避免“明知故犯”，同时切实防范
“无意侵权”。

避免“黑洞”，需要与时俱进更加精细的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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