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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不用打印纸质火车票了

11月1日起铁路旅客可在线开具电子发票
据国铁集团消息，近日国家税务总

局、财政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发布公告，2024年11月1日起，将在全国
铁路推广全面数字化的客运电子发票服
务，旅客办理境内铁路电子客票购票、退
票、改签业务后，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和移动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广大旅客
获取报销凭证将更加便利。与纸质报销
凭证相比，电子发票有何不同？电子发
票的票面保留了旅客信息、行程信息，增
加了购买方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
内容。

旅客如何获取电子发票？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在线申请开
具电子发票，无需到车站窗口或自助售
（取）票机办理，可重复下载、打印，避免
发票丢失和损毁的情况。

旅客在行程结束或者支付退票（改签）
费用后180天内，可登录本人铁路12306
账户申请开具电子发票，在输入购买方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后，系统将据
实开具电子发票，并向税务部门上传电子
发票的数据文件。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或个人所得税APP查询、下载电子发票。
旅客如填写发票信息有误，或遇运

输服务中止致行程改变等情况，可在180
天内按照准确信息或实际行程重新申请
开具1次新的电子发票，原电子发票作废。

购买方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电子发
票服务平台的税务数字账户进行电子发
票查验、下载、税款抵扣等，也可通过全
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查验。铁路运输
企业为旅客开具电子发票后，不再提供
纸质报销凭证，旅客不能同时开具电子
发票和纸质报销凭证；跨境客运业务继

续沿用现行铁路报销凭证。

纸质报销凭证还能用吗？

为确保铁路客运发票电子化改革平
稳过渡，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国铁集
团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留纸质报销凭
证，同时及时评估电子发票实施情况，不
断改善旅客购票体验。关于铁路客运电
子发票办理相关业务，旅客朋友可关注

“铁路12306”公告和“中国铁路”官方微
博、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信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以前人们是不想住，现在是不想
走。”红碑村，距离资阳市区大约10公
里。三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老旧的小村
庄，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宜居宜业和美
示范村。

这场“蜕变”背后的主要设计者，是四
川省人大代表郑伯森。作为四川音乐学
院临空经济区校区管委会副主任，成都美
术学院（以下简称“成都美院”）副院长、工
业设计系主任，他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的扎
实功底，带领团队对红碑村展开美学打
造，并因此盘活了整个村子的发展。

“村子美了，接下来我们更倾向于在
当地打造更成熟和体系化的产业，并辐
射更多乡村。”郑伯森告诉记者，乡村振
兴并不止于此，要因地制宜，未来还有很
多空间需要探索。

展开乡村“整形”记
“保”与“改”合理布局

2021年，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投入使
用，成都美院确定搬迁至资阳临空经济
区，学校与红碑村仅“一桥之隔”。

彼时的红碑村14组、15组常住人口
只剩下130多人，平均年龄近60岁。受用
地规划因素的影响，红碑村的自来水、道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乡村振兴，红碑村的出路在哪儿？
学校是机遇。

郑伯森说，成都美院需要周边村庄
提供蔬菜等重要农产品，也需要一块可

供写生、创作的实践基地。站在红碑村
的角度，到2025年师生总数将突破6000
人的成都美院，将带来大量的消费市场
和发展要素，为红碑村重新振兴提供了
可能。

于是，一校一村，一群怀揣乡村振兴
梦的人，在这里开始了以美为名的乡村

“整形”记。“保”与“改”正是成都美院和
镇上为村子“量身打造”的改造思路。

郑伯森介绍，在成都美院设计团队
共同思考的改造思路中，既要保留乡村
原有样貌，又要变旧为新，充分利用山、
河、桥、屋、林、田、粮、民八大核心要素，
按照“艺+园”“艺+村”“艺+居”的“三带

四区四园”空间格局，实施5大类、12个大
项、50个具体项目。项目主要是对原有
房屋进行外立面改造，综合考虑川西民
居风格与美院建筑风格进行改造。

于是，经过多番打造，红碑村的“乡
村宜居图”成功完成：黛瓦白墙、飞檐斜
顶，村里高低错落、风格一致的建筑群点
缀在青山之间。乡村小道旁青草郁郁、
树木葱茏，鸟鸣啾啾，别有一番味道。

从“不愿住”到“不想走”
致富种子在村里遍地“开花”

村子“颜值”高了，村民的“钱袋子”
怎么鼓起来？

郑伯森介绍，红碑村充分发挥村集
体经济的主体作用，探索“集体经济+职
业经理人+社会资本+农户”的共营机
制，激活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在服
务成都美院需求的基础上，壮大集体经
济、带动农民增收。

据了解，红碑村作为资阳市推进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典型，2022年被
评为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预计今年
村集体经济可实现总收入20余万元。

不仅如此，村子还开展了多种文旅
融合项目。“红碑村已依托成都美院发展
起餐饮民宿、农耕体验、美术写生、艺术
培训等业态。”郑伯森表示，每逢周末、节
假日便会吸引众多学生、市民、游客前来
游玩。成都美院的学生表示，依山傍水、
瓜果飘香的红碑村是适合寻找灵感、绘
画写生的好地方。

现在周末或节假日，有的民宿还不
好预订，基本爆满。红碑村热闹起来了，
村里的人多起来了，有原住村民，有曾经
离乡归家的居民，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
创业者。曾经很多村民从村子搬进资阳
城里住，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搬回来，
留在红碑村。

“开民宿、咖啡馆、茶馆，或者创办工
作室是大家的主要方向。”郑伯森介绍，
去年正式授牌的“郑伯森设计赋能工作
室”就在红碑村，工作室设计方向除了乡
村振兴的美学打造，主要服务于资阳市
重要工业、医学行业相关产品设计。

对郑伯森来说，红碑村的乡村振兴
路才只是开始，未来还有不小发展空间
可以探索。“我们在思考将这里打造成一
个艺术区，吸引设计公司、艺术机构等企
业入驻。”未来，红碑村产业发展将更加
规范化、成熟化、体系化。

不仅红碑村，郑伯森还将该村落的
实践经验辐射给更多的乡村，比如乐至
县、安岳县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我
希望以点带面，向周边辐射，进而照亮每
一条乡村发展之路。”郑伯森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奕

让村民从“流”到“留”

他用美学设计实地绘就“乡村宜居图”

▲一座小桥连接
着红碑村和四川
音乐学院临空经
济区校区美术学
院。 李强摄

◀郑伯森 受访者供图

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在广元开馆
10月20日，位于广元市朝天区的中

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正式开馆。据
悉，这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
物馆，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细石器文化研
究、文物保存、社会教育、学术交流提供
了重要平台和实物资料。

该考古博物馆地处川陕交通要道广
元市朝天区中子镇，展厅总面积3000平
方米，展出文物1000余件。展陈分为“惊
鸿一现、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
四个部分，讲述中子铺细石器的发展、国
内细石器、细石器的全球化和细石器的
传承与遗址守护等内容。

出土细石器文物1万余件

据了解，中子铺细石器遗址自1990
年被发现至今，先后经过两次发掘，出土
细石器文物1万余件。经碳14测定，该遗

址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
专家一致认为，中子铺遗址是四川盆

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是四川境
内目前发现的文化特征突出、遗物最为丰
富的一处细石器遗址，也是黄河以南仅有
的一处最好的细石器遗址，与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同步，为研究中国
南部细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子铺细石器的发现，体现了7000
年前中子铺的历史久远和厚重文化。中
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是全国首个以细
石器为主题的博物馆，在设计理念、场馆
功能、设施设备等方面都具有较高水
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中子
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的开馆，不仅是一
个具有观赏性和参与性的场所，更是一

座充满教育性和科普性的殿堂。

“浪花虽小，却非常耀眼”

“中子铺细石器类型丰富，制作技术
较为成熟，细石器不论石核、石叶和石
器，形态较为固定，都有比较明确的用
途，是独具特点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它很
可能代表了四川盆地及盆周地区旧石器
晚期至新石器早期这一时期的文化面
貌。”全程参与遗址发掘和文物资料整理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
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名誉馆长王仁湘
说，“朝天中子铺，是细石器文化全球潮中
的一朵浪花。浪花虽小，却非常耀眼。”

据王仁湘介绍，30年前的一天，在广
元皇泽寺博物馆工作的小青年唐志工，
在考古调查中登上了中子铺的三脚蟾。
山顶面积不大，唐志工注意到地面上有

许多黑色小石块，他直觉这是一个很不
平常的发现，于是很快电告了北京相关
文物考古部门。北京很快就派出考古专
家来到现场，发现这些黑色石块是制作
细石器的常规原料。国家文物部门快速
批准了中子铺的考古发掘，经过两年两
个工作季发掘，确认三脚蟾山顶有座古
老的细石器制造场。

“中子铺遗址为一座细石器制作场，
出土细石器标本1万多件，除大量碎屑
外，其中有细石器标本1400余件，包括许
多石片、细石叶、细石核和各类成形细石
器。”王仁湘说，希望中子铺细石器考古
博物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博物馆
的收藏、保护、研究、教育、展示等核心功
能，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成为全
国县级综合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典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