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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有望
试水网络电影

2021腾讯视频影视年度发布在上海举
办。会上，腾讯公布了 2021年度片单，两部
科幻力作《开端》《群星》首次官宣，余华新作
《文城》将影视化，《欢乐颂 3》新“五美”首次
集体亮相。

腾讯在线视频副总裁韩志杰表示，腾讯
视频将加重在人文厚重题材等赛道上的布
局：导演杨文军与主演罗晋、毛晓彤分享了
《埃博拉前线》的创作心路历程；庆祝香港回
归祖国 25 周年主题作品《狮子山下·情》
等。另外，导演王家卫任监制、总导演，胡歌
领衔主演的精品剧集《繁花》首发预告片；作
家余华同名小说《文城》首次公布将影视化
信息。

现场，正午阳光出品、阿耐继续担任编
剧的《欢乐颂 3》新“五美”首次集体亮相，江
疏影、杨采钰、张佳宁、张慧雯、孙千畅谈欢
乐态度。

现代爱情题材上，《你是我的荣耀》女
主角迪丽热巴亮相；由杨幂、许凯主演的
都市爱情剧《爱的二八定律》发布最新片
花；宋茜担任女主角的现代爱情剧《谁都
知道我爱你》首发概念海报。古装历史剧
作方面，由肖战、任敏主演的《玉骨遥》首
发片花，两位主演现场分享了拍摄心得；
《梦华录》主演刘亦菲、陈晓一起畅谈幕后
创作故事；《且试天下》的总制片人杨晓培
及演员赵露思、宣璐、赖艺，倾力推荐这部
古装大剧；另一部由杨晓培操刀，周冬雨、
许凯主演的《千古玦尘》宣布即将播出；
《星汉灿烂》主创阵容首次公开亮相，导演
费振翔及主演吴磊、赵露思现场表达对新
剧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腾讯视频透露正与星辉
公司进行自制电影战略合作，周星驰导演也
期待与腾讯视频合作，在网络电影这个新的
领域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据《北京青年报》杨文杰

他们盯上了长眠海底的古沉船
福建省破获一起盗捞海底沉船文物案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段
过往成了谜……然而，有一伙人
惦记上了长眠海底的古沉船。

2020年11月22日，夕阳西
下，几个人开车来到福建漳州漳
浦县六鳌镇虎头山码头，韦某超
就在其中，他们从车上搬下装
备，装船出海。

23日凌晨1点多，在六鳌镇
一宾馆内，公安侦查员冲进房
间，将潜水归来的韦某超、黄某
航、罗某荣等6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现场缴获2箱瓷器文物及作
案车辆、潜水服等装备。

面对突如其来的抓捕，韦某
超等人满脸错愕，全然不知自己
是如何落入法网的。

“水鬼”现身 法网张开

为了这一天的抓捕行动，福建漳
州市、漳浦县两级公安机关已历经 50
多天的缜密侦查。

于唐代建县、已有千年历史的漳
浦，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100多公里
的绵延海岸线，使漳浦县见证了“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其海域成为重
要的必经通道，有的过往船只遇到风
浪或触礁沉没，因此散落的水下文化
遗存较多。

这些水下文物，往往被一些犯罪
分子盯上，盗捞人员也被俗称为“水
鬼”。

时间回溯到去年 9月底，一个盗捞
海底沉船文物的线索，引起福建省、漳
州市、漳浦县三级公安机关的高度重
视。10月 10日，公安机关集中刑侦等
多部门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研判、摸

排等侦查工作陆续展开。同时，此案
也及时上报公安部，作为部督案件，紧
锣密鼓向前推进。

侦查发现，广西籍人员韦某超、吴
某华、罗某与福建平潭籍人员李某兴、
李某明、李某春有犯罪嫌疑，漳浦县六
鳌镇郑某城也有参与作案的犯罪嫌疑。

专案组循线跟进，11月 17日韦某
超联系一名湖南口音男子表明要到漳
浦县海域打捞海底瓷器，并进行准备
工作。次日，韦某超伙同两名不明身
份男子入住漳浦县六鳌镇一宾馆。

专案组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已经
着手准备实施盗捞文物。经过连续三
天三夜的蹲守跟踪，初步确定韦某超、
李某元、欧某菊、黄某航、罗某荣、韦某
敏、郑某城等 7名重点犯罪嫌疑人准备
实施盗捞犯罪。

漳浦县公安局桥仔头边防所副教
导员陈达章介绍：“11月 22日下午，他
们两辆车从宾馆出发开到码头，卸下
车上的潜水设备，把泡沫箱、食品和网
兜搬到船上，一辆车留在码头，欧某菊
开车离开，其他人开船出海。当时考
虑到在海上抓捕，风浪比较大，就决定
等待其上岸后抓捕。”

陈达章回忆，当晚海边的风又大
又冷，他在港口的车中蹲守，车都在风
中晃动。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时针指向了
凌晨 1 时许，这时欧某菊开车回到码
头，船也回到码头靠岸。“看到韦某超
等人搬了两个泡沫箱放进车后备厢，
我们做好了等他们回到宾馆实施抓捕
的准备。”漳浦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侦查
四队队长李春辉说。

辛苦的等待，迎来了关键一击。6
名犯罪嫌疑人刚回到宾馆房间内，公
安侦查员突然推开房门进行抓捕，韦
某超等人猝不及防被擒。

犹如神兵天降。参与行动的漳浦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侦查四队副队长李
加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很兴
奋。“因为潜水后要冲洗身上的海水，
他们有的人在洗澡，有的坐在床上等
着洗澡。我们突然出现，他们都愣住
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抓了。”

人赃俱获。同时还起获了犯罪团
伙刚从海里盗捞上来的大量文物。“我
们马上清点，总共 105件，这么多天的
努力没有白费。”李春辉说。

韦某超等人对盗捞海底沉船文物

供认不讳。在侦查人员深挖下，盗捞
沉船文物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分工
逐渐明晰——

该团伙由出资人和潜水员组成，
出资人负责采购设备，潜水员利用潜
水技术入股，两方事先约定按“五五分
成”瓜分捞上来的文物。韦某超、罗某
荣负责下潜盗捞沉船散落在近 30米深
海底的瓷碗等文物，黄某航负责在船
上拉伸氧气管。找到文物后就放在网
袋里，由船上的人把网袋提拉出水。
李某元、欧某菊为出资人，负责购买潜
水衣等下潜设备、租船找车等。

“盗捞下潜人员多是在海底捞海
螺、鲍鱼等海产品的潜水员，靠着长期
在海里作业，水性好，对相关海域也有

一定的了解。”李春辉说。
警方分析，从团伙人数、分工和所

使用的工具来看，这是一伙比较专业、
经验丰富的犯罪团伙，这次盗捞并非
该团伙的首次行动。

据韦某超供述，2020年 9月底，他
曾伙同福建平潭籍李某明、李某春、李
某兴和广西籍吴某华、罗某等人在同
一海域盗捞文物瓷碗 300余件。

兵贵神速。公安人员立即赶往福
清、平潭等地，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
兴等，并陆续追回涉案瓷器文物169件。

在侦查过程中，警方发现还有一团
伙在漳浦县古雷海域实施盗捞海底沉
船犯罪，遂开展并案侦查，一并抓获犯
罪嫌疑人8名，收缴盗捞瓷器476件。

海底打捞文物是一项很危险的潜
水活动，水下温度低，本案的潜水员利
用简陋的潜水器材直接下潜到几十米
深的海水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因缺氧
或巨大的水压而危及生命。

“打捞文物比捞海螺下潜的深度
要更深，本身呼吸就会更急促，如果输
氧管出了问题，呼吸不匀称，很容易休
克。”韦某超说。

在漳州市漳浦县看守所里，韦某
超、黄某航、罗某荣讲述了犯罪经过，
原本以捞海螺为生，却铤而走险，为牟
取暴利走上犯罪道路。

该案经漳浦县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
二年十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另外 14名
犯罪嫌疑人移送漳浦县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

此案现场缴获及追缴的文物共
846件，均为元代龙泉窑瓷器，三级以
上文物 76件，经济、历史价值较高。目

前这批长期浸泡在海水里的文物正在
纯净水中进行脱盐处理。

谈到涉案文物和沉船的保护，漳
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阮永好介
绍，“瓷器在海底的环境中浸泡了很
多年，如果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就会对
瓷器造成损害，所以要脱盐处理。”目
前对于水下沉船，正在由国家、省、市
文物部门统筹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
作。

阮永好分析，沉船中不仅有瓷器，
应该还有其他物品。一条沉船就是一
个古代的浓缩小社会。通过水下考古
调查发掘，可以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
器物制造工艺、造船技术等多方面信
息，可谓价值巨大。

该案系福建省近年破获的一起较
大盗捞海底沉船文物案，避免了文物
流失。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
长郭志良说，近年来，福建警方先后发
现、打掉了盗捞平潭水下遗址、连江定

海“白礁一号”等犯罪团伙，成效明
显。本案的侦破达到了打击一批、震
慑一片、稳定一方的良好效果，为漳浦
县乃至福建省的文物保护，特别是海
底文物保护起到了重要警示作用。

此案打击了盗捞文物犯罪分子的
嚣张气焰，同时也是一堂生动的警示
教育课。正如公安侦查员、文物专家
所说，要把盗捞水下文物消灭在萌芽
状态，公安、文物、海事部门要探索形
成联合巡查、执法合作机制，加强区域
之间配合协作，对预防和打击此类违
法犯罪要有更具针对性的举措，同时
发动群众及时举报犯罪线索，提升全
社会共同保护好文物的意识。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
记。”水下文物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在加大盗捞违法犯罪打击力度的
同时，还要加紧推进水下文物调查，尽
快摸清底数，才能更好保护珍贵的水
下遗存。 据新华社电

人赃俱获 追回文物

震慑犯罪 保护沉船

上海发布
“红色地图”

呈现379处红色文化资源

新华社上海6月10日电（记者陈爱平、
许晓青）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 10日首
发一份“红色地图”——《上海红色文化地图
（2021版）》，集中呈现上海 379处红色文化
资源。人们可以“按图索骥”，沿六条红色文
化之旅路线，在城市“微旅行”中感受上海这
座城市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该地图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
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共同发布。整套
地图分为一张主图和一张按红色之旅路线
可拆分使用的附图。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褚晓波介
绍，这版地图以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汇编
整理的 600余处红色文化资源为基础，以五
四运动起始，至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为时
限，从中选取红色文化资源 379处，其中包
括革命旧址 195 处、革命遗址 83 处和纪念
设施 101处。

根据主图，可清晰查询全部 379处红色
文化资源，其中既有中共一大会址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李白烈士故居等完成
修缮重新对外开放的隐蔽战线重要地标。
上海中心城区黄浦区、虹口区、静安区等红
色资源最为丰富。

附图显示了上海推出的外滩红色之
旅、淮海红色之旅、南区红色之旅、静安红
色之旅、虹口红色之旅、沪西红色之旅等
六条路线，方便人们“按图索骥”寻访红色
资源。值得一提的是，附图上的六条路线
可以分别拆分为小地图，方便携带。主图
和附图均同时配套推出电子版，可通过手
机扫描二维码浏览。据介绍，地图在线下
出版发行后，电子版地图将同步上线使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