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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
的主题是“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
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博物馆建设高度重视，指出“博物馆
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强调

“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
新时代的博物馆，正突破传统边

界，从馆舍天地奔向大千世界；彰显个
性魅力，从“千馆一面”迈向“千馆千
面”，成为展示中华文明、教育服务大
众、推动国际交流、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力源和能量场。

（一）从“静态展陈”到“动态
交互”：科技赋能让文物活起来

【2015 年 2 月 ，在西安博物院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凝结着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
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
文物说话”。】

敦煌莫高窟有一个经典洞窟——
第285窟，因为空间狭小鲜少对游客开
放。如今，科技让洞窟“变大了”，游客还
能来一场“飞起来”看洞窟的奇妙体验。

佩戴好 VR 设备，昏暗的洞窟亮
起。轻轻一跃，飞天、雷神、伏羲、女娲
等绘于四米多高窟顶上的形象，纤毫
毕现、触手可及；摇动手持设备，可以
在敦煌古乐伴奏下敲响雷公鼓；结束
参观，一段真人与洞窟虚拟场景交互
的视频就能下载到手机，成为“带得
走”的敦煌记忆。

“过去为了保护壁画，游客进入洞
窟参观时间受限，窟内光线较暗也看
不清楚。”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
雷政广说，现在借助数字扫描、三维重
建、高精度空间计算等技术，沉寂千年
的文物活了起来。

在殷墟博物馆，得益于“微痕提
取”技术，甲骨上的笔画叠压关系、钻
凿形态等肉眼难以辨识的精细信息，
变得清晰可见。

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运河
版“密室逃脱”——“大明都水监”第二
季刚刚上线，游客们可以扮演角色沉
浸式闯关，以另一种方式了解大运河
的历史文化。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产品，
但今天的策展人不再满足于展柜加标
签的传统模式，而是致力于打造“可进
入的考古现场”，观众也不再是旁观
者，而成为文化故事的共创者、文化传
播的参与者。

【对话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是凝固的历史，
但它们从来不是静止的。我们必须意
识到，无论物理上的保护多么完善，文

物仍会一天天老去。唯有以先进的技
术应用、生动的故事叙事，与学者的研
究成果相对接，方能实现永久保存、永
续利用。正如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先
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这是当代
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

（二）从“大而全”到“特而精”：
特色定位打破“千馆一面”

【2017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时指出，
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
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内容要突
出特色。】

作为我国第一座海事专题馆，泉州
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因题材“小众”长期
不温不火。随着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跻身世界遗产，海
交馆深挖独特资源，成为热门打卡地。

泉州，古称刺桐城。走进双桅船造
型的海交馆，一幅 4米长卷《刺桐梦华
图》再现了10至14世纪中外商船满载
番货抵达刺桐港时的繁荣景象。一艘
沉睡了700多年的南宋福船是“镇馆之
宝”，古船及其伴随出土物、泉州宗教石
刻、外销瓷，构成基础的三大藏品体系。

“一座城市成为海洋商贸中心有
哪些关键条件？交通基础设施是其中
之一，商品生产、营商环境和人也不可
或缺，这构成了海交馆设展的新思
路。”策展人陈小茜说。

橱窗里，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
串联起泉州向海而生的故事：密密麻
麻记载世界地名的“针路簿”，是泉州
舟师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联通全球的
航线；宋代船舱里标记货物的木牌签，
上面写着阿拉伯人的名字“哑哩”；一
块1956年发现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
的墓碑，记录下一个名叫艾哈玛德的
商人与泉州当地女子的婚事……

进入新时代，一批精准定位、专业
策展的特色博物馆脱颖而出，成为人
们心中的“宝藏”地标。

洛阳古墓博物馆在地下 6米的展
陈空间内，最大限度复原展示了两汉
至宋金时期的25座古墓葬。

苏州市吴中区的吴文化博物馆成
立仅 5年，就跻身“全国最具创新力博
物馆”，不仅全面展示吴地文化，还鲜
明提出“产业友好型”定位，让博物馆
成为外地客商来吴中考察营商环境的
重要一站。

【对话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
林瀚】博物馆发展不能盲目追求“大而
全”，如何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精准触达
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才是关键。总书记
指出“博物馆建设要注重特色”，为博
物馆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唯有深耕

本地独特资源，努力在“专”“深”“趣”
“活”等方面深耕细作，在人无我有、人
有我精、人精我专等方面持续发力，方
能形成难以复制的差异化体验，打破

“千馆一面”同质化困局。

（三）从“有围墙”到“无边界”：
向外拓展激活文化力

【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博物馆建设要更完善、更成体系，同时
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蜀韵竹编风铃在微风中轻吟，非
遗剪纸勾勒出神秘太阳神鸟图腾，木
耜稻谷贴画重现古蜀农耕场景……初
夏，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将展览

“搬”进社区，沉浸式手工课堂让居民
们亲手“触摸”三千年前的古蜀文明。

“原来‘活’历史就在脚下。”在金
鹏社区居住了十多年的熊毅感慨，过
去感觉金沙遗址是座“高大上”离自己
比较远的博物馆，现在想带家人去“补
补课”。

乡村里也有博物馆“课堂”。这两
年，四川成都温江区和林村一幢红色
屋顶的三层小楼里常传来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在这座由农房改建而来的气
象博物馆，孩子们认识了地面观测仪、
雷达等气象观测仪器，通过裸眼VR技
术“亲历”台风暴雨，学习防灾知识。
气象专家有时还会在稻田边上一堂

“坝坝课”，孩子们在田间地头读懂气
象与农业的共生关系。

从“坐等观众”到“主动抵达”，越
来越多博物馆正淡化“高冷神秘”的印
象，不断拉近与百姓的距离。

一边逛街，一边与博物馆不期而
遇。在全国单体商场销售冠军的南京
德基广场顶层，“藏着”一座德基艺术
博物馆。110米的数字长卷《金陵图》
生动再现宋代盛世风华，“人物入画，
实时跟随”的观展模式令人不知不觉
就走进了博物馆。

一平方米，也能建一个博物馆。
近期，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外国语第二
小学的“一平米博物馆”打字机馆开
馆。这种可以“藏于”教学楼一隅，也
可以“隐于”学校图书馆内的微型博物
馆已出现在上海十多所学校，为馆校
合作打开了想象空间。

15分钟候机间隙，也能与国宝文物
来次密接。春秋时期青铜礼器的瑰宝
秦公镈、西汉的彩绘陶壶、北周的东罗
马金币，西部机场博物馆在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开馆，为人们在旅途中“充电”。

【对话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
蓉】围墙之内，博物馆的容量有限，一
旦“跳”出展厅，博物馆就能链接大千
世界，迸发更大能量。总书记指出“希

望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多一些和博
物馆的深度接触”，这就需要推动各个
层次、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从“内”破壁，
主动打破围墙，推动文博资源流动起
来，直达百姓身边，让知识传播更加高
效、公平。

（四）从“单向输出”到“双向
奔赴”：双向滋养唤醒城市DNA

【2022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
西平遥日昇昌票号博物馆考察时强
调，要“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
生活”。】

“为一座馆赴一座城”。很多游客
来到苏州，都会去苏州博物馆打卡。

这座博物馆最大的展品是建筑本
身。与拙政园、狮子林为邻的苏博，出
自建筑大师贝聿铭之手，延续了江南
古建粉墙黛瓦的色调，又巧妙融入钢
架、几何形状等现代建筑元素。

“馆内，一步一景，意境悠远，每扇
六边形窗都透着精致。出馆就是老
城，听一曲评弹，吃一碗苏式面，做一
天苏州人。”来自海南的游客陶云说。

对外地人来说，苏博是了解苏州
的索引；对本地人而言，苏博是一种情
感的牵挂。

“我们持续推出沈周、文徵明、唐
寅和仇英‘吴门四家’系列展，开设苏
作工艺馆，都是为回应苏州人的情
感。”馆长谢晓婷说。

博物馆如同独特的“文化芯片”，
重塑空间价值，提升城市软实力；一座
城市的文化肌理、经济实力，也源源不
断为博物馆事业提供养分。

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将废弃瓷
厂改造为活态博物馆集群，其成功源
于城市千年制瓷技艺的基因传承。

上海“博物馆+咖啡馆”模式、天津
文博场馆夜经济示范点的探索，本质
是城市特色生活方式向博物馆空间的
自然延伸，又通过博物馆将城市文化
基因进行了显性表达。

“双向奔赴”中，博物馆成为城市
发展的“文化加速器”，城市扮演着博
物馆创新的“现实服务器”，二者共同
编写着文明传承的当代代码。

【对话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
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
动，指出“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化
作城市的“毛细血管”，滋养城市根脉、
塑造城市未来，成为博物馆的新使
命。希望博物馆与市民游客的连接更
紧密，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在博物馆获
得精神文化滋养，人人也可以“从博物
馆出发”，看城市古今变化，品历史文
化魅力。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博 物 馆 的“ 千 面 新 生 ”
新华社记者 刘 亢 蒋 芳 朱 筱

（上接第1版）要深入开展非遗保护传
承，适应时代新需求，合理利用非遗资
源，创新非遗产业，积极培养传承人，
加快推动非遗项目融入日常生产生
活，擦亮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金字招牌。

在文物修复中心，常书铭观摩正
在开展的瓷器、金属、纸质文物保护
修复工作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文物
工作者。他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机
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培养选用一

批真正热爱文博事业、用心守护文物
的专业人才，充实我市文物保护后备
力量。要加强文物科技支撑，运用数
字技术开展考古发现、保护修复及风
险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治理。要提
升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数字化建
设水平，创新文物与旅游的数智应
用，生动呈现文物及其承载的信息，
打造清晰可感的深度文化体验，助力
文物活起来、文化火起来、文旅热
起来。

守正创新推进博物馆建设
强化高品质多样化文化供给

（上接第1版）
产销两旺，企业的加速度为产业

发展蓄势赋能。全市焦炭、化工、有色
等产业通过近年来的持续改造提升，
技术装备、节能环保、本质安全水平大
幅跃升，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度显著提
高。一季度，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炼焦
产业同比增长55.7%，化工行业同比增
长16.3%，有色行业同比增长22.6%，持
续拉动全市工业平稳运行。

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
业加速布局的双轮驱动下，我市新质
生产力正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一季
度，全市一批代表性新兴产业产品实
现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
长 45.9%，太阳能电池产量是上年同
期的 4.3 倍，以新能源汽车负极材料
为代表的石墨及碳素制品产量增长
30.4%，极大地推动了相关新兴产业
扩规提质。

与此同时，一批为培育新质生产
力蓄势赋能的产业项目加快建设。一
季度，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8.9%，其
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9%，分别位
列全省第四和第二。以吉利汽车乘用
车技改、醇氢重卡、赛盈储能 300MW
全钒液流电池生产等为代表的重点项
目加快推进，为全市经济增长注入强
大动力，也为全年工业经济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经济
的支撑。一季度，全市11个县（区、市）
和综改区晋中开发区中，超过半数县
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
长。其中，昔阳县、和顺县、左权县等
以传统煤炭产业为主的县，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均实现 20%以上高速增
长，为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支撑。

“今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帮

助下，我们加大投资力度，开展智能化
改造，产能大幅提升，一季度完成产量
32.4万吨，同比提升 33%，实现上缴利
税 233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切实做
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计划完成全
年 100万吨目标的基础上，再加把劲，
力争完成120万吨，实现上缴利税超亿
元，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山西潞安集团左权阜生煤业有限
公司副书记王国伟说道。

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的大环境之下，提供优质服务是一个
地区吸引项目落地的金字招牌，更是
进一步推动项目达产满产的关键。

一直以来，全市工信系统围绕企
业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大力开展助企
解难、要素对接、动能培育、政策落地、
提质增效等行动，成立工作专班开展
精准服务，持续聚焦重点行业与重点
企业，强化运行监测，紧盯产值下降、

规模扩张、规上培育等企业，深入一线
了解当前生产经营情况及全年目标情
况，收集企业反映诉求和困难，“一企
一策”帮助协调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
中的要素保障问题，加大入企帮扶力
度，全力以赴促进工业经济稳步增长。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服务企
业，对全市 800余户规上制造业企业、
重点小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点对点
服务。重点做好设备更新、技术改造
等国、省政策落实，确保符合条件企业
应享尽享。同时，以项目为抓手，推动
吉利乘用车技改、聚源煤化4号焦炉等
一批重点项目加速落地，为工业增长
提供稳定支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四
级调研员郭卫说道。

工业稳则经济稳，工业强则经济
强。身处发展热潮中的晋中，正以前
瞻性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步伐，拿出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在创新中突
破，在蝶变中成长，以更优路径、更实
举措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挺起工业
发展“硬脊梁”，奋力书写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强 筋 壮 骨 挺“ 脊 梁 ”

（上接第1版）由本报记者刘冬冬、王
菲采写的通讯《探索“低空蓝海”，晋
中竞逐新赛道——乘风展翼上云
霄》，本报编辑史翔凤制作的新闻版
面《保护文物传承文明》获三等奖。

下一步，本报将继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主流媒体
系统性变革的重大部署，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深入宣传党的主张，
积极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为党和国家及我省、我市工作
大局凝聚强大舆论力量、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践行“四力”要求，不断提升新
闻舆论工作水平，努力推出更多精品
力作，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我市在全
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提供坚
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本报8件作品荣获第三十四届山西新闻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