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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俊芳）近日，晋
中市博士大讲堂邀请晋中学院副教
授栗晓燕走进晋中市体育运动学校，
为师生带来主题为《科学锻炼赋能活
力人生》的精彩讲座。

讲座中，栗晓燕聚焦青少年科学
运动核心问题，将基础生理知识与实
用指导相结合，符合学生健康教育实
际需求。“冰球为什么不是球体？”“游
泳运动员为什么要戴两层泳帽？”“金

牌是纯金的吗？”……一系列有趣的
体育冷知识，让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在互动问答环节，栗晓燕针对青少年
身体发育特点与适配运动、常见运动
误区及科学纠正方法，以及成年人日
常锻炼原则等内容展开深入讲解。
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生动案
例，将专业知识娓娓道来，现场不时
响起阵阵掌声与欢笑声。

讲座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收
获颇丰。大家深刻认识到体育运动
不能盲目追求强度，必须重视科学防
护，今后将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避免因
过度运动导致免疫力下降、疲劳积累。

晋中市博士大讲堂体育运动专题讲座开讲
本报讯 （记者杨星宇）近日，晋

中市博士大讲堂邀请太原师范学院文
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王齐飞走进晋
中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以《电子游戏作
为美育的可能》为题，为中心教师带来
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精彩讲座。

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
和心灵教育。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电
子游戏因其独特的交互性和艺术表
现力，正在成为美育的新载体。讲座
中，王齐飞立足时代背景，围绕电子
游戏与美育的关系，展开层层递进的
深度剖析。他从数字时代的美育着
手，通过分析《黑神话：悟空》《英雄联

盟》等具有代表性的游戏作品，深入
探究电子游戏“育”的作用及发挥，系
统阐释其在审美培养、情感教育等方
面蕴含的独特价值，创新性提出电子
游戏作为美育的可能，为数字时代的
美育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聆听讲座后教师们表示，讲座内
容兼具前瞻性与启发性，为新时代美
育工作开拓了新路径，也让老师们对
电子游戏的教育价值有了全新认
知。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将积极探
索跨界融合的教学模式，着力提升美
育实践能力，创新教学方法，为青少
年成长注入更多“向美而行”的力量。

《电子游戏作为美育的可能》专题讲座开讲

本报讯 （记者刘佳烨）近日，晋
中市博士大讲堂高君宇新闻活动与
思想研究专题讲座在晋中广播电视
台开讲。太原师范学院副教授樊文
波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为现场听众带
来一场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的学术盛
宴，带领大家在重温历史中汲取新闻
智慧与力量。

讲座中，樊文波围绕高君宇中
学时期的报刊阅读活动、在北京大
学的新闻学习实践、报刊编辑活动

以及其新闻思想等 4 个方面展开深
入讲解。

樊文波深入剖析了高君宇的新
闻思想，指出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与进步性，核心在于服务革命事业、
反映人民心声。

讲座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此
次学习让他们对革命先驱高君宇有
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今后将以
高君宇为榜样，秉持新闻人的责任与
担当，用心做好每一篇报道。

高君宇新闻活动与思想研究专题讲座开讲
本报讯 （记者王志敏）近日，晋

中市博士大讲堂邀请太原师范学院
讲师石晓冉，为晋中职业技术学院经
济管理系师生带来精彩讲座。

石晓冉以《小原子 大世界》为
题开展讲座，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原子
制造技术——通过精确操纵原子及
功能基元，从最底层创造全新的物
质、材料和器件，并构建具有革命性
的装备和系统。石晓冉表示，原子制
造既是先进制造技术的极致化，也是

量子理论的试验场，更是物质科学的
未来技术。石晓冉以扫描隧道显微
镜、原子力显微镜以及其他单原子体
系为例，介绍原子精准操控技术，并
探讨了原子制造在物质科学中的发
展意义和未来前景。

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反响热烈。
通过此次讲座，不仅深入理解了相关
科学概念，更从中提炼出可迁移至管
理学、经济学及商业策略的思维模
式，有效提升了逻辑思维能力。

晋中市博士大讲堂原子制造专题讲座开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贫
如洗、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感叹
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
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
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
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
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今，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完备的工
业体系，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天
宫、蛟龙、天眼、墨子、北斗等重大
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天翻地覆慨
而慷”。新中国 70 多年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我们成功开创了一条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这块
古老而又崭新的大地上的现代
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
求的梦想。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
现代化来源于对中国历史的整体
性思考，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历
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华民
族曾长期在世界民族之林处于发
展前列，但近代以来由于统治者
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欺
凌 ，中 国 的 发 展 大 幅 落 后 于 时
代。亡国灭种的危机推动无数仁
人志士上下求索，接续奋斗。洋
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
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实现现代化的
尝试和探索。以民族复兴为己任
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
就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不懈奋斗的
伟大目标。1945 年，党的七大明
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
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
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
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
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提出“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
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
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当时流行
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说法，
代表着老百姓对现代化生活的朴
素认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我们党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
确立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正确道路，并提出“到 21 世纪中
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新时代，
围绕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系
统谋划了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有
力指导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天，我
们已经自信满满地走上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是独具特色、有别于资本主
义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
化是建立在对外殖民血腥掠夺、
对内残酷剥削人民的原始积累基
础上的。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来
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
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据统计，自
15 世纪末开始，西方殖民者在 300
多年间，仅从中南美洲就抢走了
250 万公斤黄金、1 亿公斤白银。
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西进
运动”以及罪恶的奴隶贸易等，都
标注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

“原罪”。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
搞现代化，搞的是中国式现代化，
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
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
代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方

向，具有许多重要特征。中国式
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
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
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克服了资
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的先天性弊
端，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展
现 了 人 类 社 会 现 代 化 的 光 明
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
的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世界上既不
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
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
标准。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
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
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世界历史
的坐标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
国家的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发
展是一个“串联式”的过程，工业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
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
200 多年时间。中国要后来居上，
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就不
可能沿着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
展过程亦步亦趋，必须发挥后发
优势，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
路，全面推进现代化。我国发展
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
加发展的，我国仅用了几十年的
时间，在发展的很多方面走过了
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
来，中国全速奔跑在现代化的赛
道上，从“现代化的迟到国”成为

“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最大的
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实验室”。中
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让想发展、要
发展的国家看到坚持走符合自身
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可行的。中国
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
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
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走好
自 己 的 路 ，就 一 定 能 够 实 现 现
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超大规模的
现代化，将深刻改变世界面貌，为
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前所未有
的贡献。迄今为止，全球实现现
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约为 10
亿。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
国家，也不过 3 亿多人，不及中国
14 亿人口的 1/4。中国国土面积
广袤、人口规模巨大、地区差异悬
殊，在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实现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
的难题。中国实现现代化，将创造
人类历史的奇迹，是世界现代化历
程中的重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
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意味
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
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
行列，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

“无边光景一时新”。无论从
哪一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在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
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展望未来，
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屹立在世界东
方，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大
变革的世界意义将更加充分彰显
出来，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
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27.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大变革？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春玲）近日，“何
以晋中”大中小学生讲思政课竞赛展
演活动在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学校举办，来自晋中学院、晋中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附属学校的大中小学生参
加了竞赛展演，推动构建大中小学思
政教育一体化机制。

本次活动有12个队参加比赛，每
个队都包含有大、中、小学生。竞赛展
演通过深挖晋中红色文化、历史根脉、
产业转型、乡村振兴等本土思政资源，
从不同维度讲好新时代晋中故事，以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同时，推动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与校园
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一批具有青少
年特色的思政宣讲精品案例。

建设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
“何以晋中”课程是落实市委“156”战
略举措，推动市校协同创新发展的重
要内容。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
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与驻地高校
共同构建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协
作机制，形成了校地联动的“大思政”
育人格局。

“何以晋中”大中小学生讲思政课竞赛展演活动举行

“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
毛”。在晋中这片充满历史韵味的土
地上，灵石王家刺绣以线为墨、以布为
纸，针尖传情，绣出山河壮阔，纳藏生
活万象，在方寸布帛间绽放出中国非
遗刺绣谱系中独树一帜的璀璨光华。

指尖生韵，匠心流淌。灵石王家
刺绣以其“明朗而不耀眼，强烈而不
刺目”的独特气质，诉说着晋商故里
的文脉与智慧。2023年，它被正式列
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
项目。多年来，灵石县深挖非遗文化
这座“富矿”，让指尖瑰宝在传承中得
以赓续，在创新中赢得新生。

针底乾坤 硬骨柔情塑神韵

步入灵石县老古董民间艺术有
限责任公司工作室，只见省级非遗项
目王家刺绣第三代传承人赵程辉手
中的银针，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如灵
蝶般轻盈飞舞、跳跃。

绣布被绷得紧实有力，针下图案
轮廓清晰，如浮雕般呼之欲出。“瞧，
这就是我们王家刺绣的‘硬朗’底
蕴。”赵程辉自豪地介绍道。

灵石王家刺绣区别于其他绣种，
属于硬质绣，在绣花之前需先用多层
棉布打袼褙作为筋骨，用灵巧的剪纸
剪出花鸟瑞兽的轮廓粘贴于袼褙之
上，锁定图案神韵。绣娘运针如笔，
套针、平针、打籽针等针法并用，展技
艺之美，绣独特风华。通过塑筋骨之
基、定纹样之魂、立浮雕之骨、赋色彩
之魄，使得绣品立体感强，整体感饱
满且厚重。

环顾四周，工作室的展示柜上摆
满了风格多样的刺绣作品，百子被色
彩斑斓，细密针脚述说着祝福；百家
衣上的小老虎憨态可掬，每一丝绒毛
都绣得根根分明，仿佛能触摸到那份
温润与精巧。

王家刺绣的制作技艺源自明清
时期灵石县有名的四大望族之一静
升王氏家族，王家女眷将黄土地的雄
浑与对幸福的憧憬，密密缝入绣品。
技艺通过母女婆媳口传心授，代代相
传，并在相互观摩切磋中不断精进与
创新。这一源自深宅大院的指尖艺
术，历经岁月淘洗，最终沉淀为灵石
乃至山西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以
细腻的针法、绚丽的色彩和深厚的文
化内涵闻名遐迩。

薪火相传 匠心守护续文脉

“每一针落处都要精准，每一线
穿梭皆需倾心。”静升古镇非遗传习
所内，赵程辉边示范边讲解。

54 岁的静升镇居民梁世红是这
里的“老学员”，她说：“在传习所学习
3年多了，学会了很多针法，了解了刺
绣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份老
祖宗传下来的手艺，能在我们手里传
承下去，心里特别高兴。”同梁世红一
样，10余位绣娘沉浸在指尖的艺术世
界。她们专注的眼神和灵巧的指尖
间，传统技艺悄然流转，共同续写着
新时代“针线传家”的温暖篇章。

“王家刺绣承载着的是灵石人民
的情感密码”，赵程辉说，“麒麟送子、
龙凤呈祥……这些图案植根传说典
故与烟火日常，凝聚着对幸福最朴素
的向往。守护它，就是守护文化的根
脉和民族的记忆。”

赵程辉在传承之路上步履不停，
她不仅是技艺的传授者，更是非遗事
业的开拓者。她倾力创立了灵石县
第一个非遗传习所，开设系统性课
程，不仅授技，更启设计思维，育市场
意识，近年来，培养出一批批布艺技
师和刺绣巧手，为产业锻造了坚实人
才队伍。

赵程辉于 2015 年成立灵石县老

古董民间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以王家刺绣等传统民间技艺为核心，
深挖山西丰富的民俗文化宝藏，开展
产品研发工作。

“仅仅‘守住’老手艺不够，必须
让它走进现代生活。”赵程辉目光坚
定。她创立“慕古风”品牌，秉持“慕
古人遗风，创时代新韵”，将传统技艺
精髓与现代设计巧妙融合，开发服
装、家居布艺、首饰、箱包等10余类上
千种文创产品，让古老刺绣以时尚姿
态重回生活。尤为亮眼的是，晋绣婚
礼系列产品将王家刺绣的华美与晋
商文化的底蕴完美结合，赋予婚俗新
的仪式感，成为市场亮点。

绣里乾坤，生生不息。赵程辉正
是灵石，乃至晋中无数孜孜以求、默
默耕耘的非遗传承人的一个生动缩
影。 她的故事，映照着这片土地对传
统文化的珍视与担当。

近年来，灵石县高度重视非遗保
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措
施：设立非遗示范传习所，组织非遗
技艺培训班，加强政策扶持，在资金、
场地、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倾斜……
这些举措如同春风化雨，滋养着王家
刺绣等非遗项目茁壮成长。灵石县
还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
区”等活动，让人们感受王家刺绣的
独特魅力，在互动中播撒热爱传统文
化的种子。

绣针挑金 古韵新潮助振兴

刺绣的传承，不仅是对技艺与审

美基因的接力，更是促进文旅深度融
合、助力乡村振兴、创造社会经济价
值的生力军。

毗邻“华夏民居第一宅”王家大
院，一家旅拍店门庭若市。年轻游客
兴致勃勃地试穿“晋商少奶奶”“大小
姐”华服，挑选绣满王家刺绣图案的
盖头、锦囊、云肩。当快门按下的瞬
间，古宅深院与现代倩影交织，历史
仿佛在刺绣华服的映衬下鲜活起来。

“这些华服上的刺绣，正是我们
王家刺绣的技艺精髓，有的是对传统
服饰的精心复刻，有的是融合现代审
美的创意设计。”赵程辉指着店内琳
琅满目的服装介绍道，“近几年，‘晋
商少奶奶’‘晋商大小姐’主题旅拍火
遍网络，我们紧抓机遇，集中开发了
相关主题服饰，还开了 3家这样的旅
拍店。”

旅拍的爆火，为王家刺绣打开了
一扇通往广阔市场的大门。赵程辉言
语间充满欢喜，“灵石有着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王家刺绣搭乘着‘文旅融合’
这趟高速列车，促进了乡亲们增收，绣
花针真正挑起了‘金扁担’，展现了传
统服饰之美及其承载的文化魅力，实
现了非遗与市场的双赢。”

刺绣促就业，指尖跃动绣出美好
生活。在灵石县老古董民间艺术有
限责任公司，除核心团队外，公司还
联结着50多名居家“签约绣娘”，多为
本地及周边村镇妇女。赵程辉按技
艺分配订单，提供设计图样、配色方
案和原料“材料包”。绣娘们利用农
闲、家务碎片时间制作，交回验收合
格后获得报酬。产品由公司统一品
控、包装，再多渠道销售。此模式既
保质量品牌统一，又满足妇女顾家增
收需求，让她们足不出户，依靠巧手
绣出美好生活。

“刺绣+”的无限可能，正在灵石
这片土地上精彩演绎：与旅游结合，
催生旅拍与特色纪念品；与家居结
合，诞生装饰画、布艺软装；与时尚结
合，开发国潮服饰配饰；与教育结合，
走进课堂与亲子体验；与互联网结
合，让王家刺绣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让非遗之美在“云端”绚丽绽放，跨界
融合擦出火花，拓展产业价值空间，
为传统注入持久生命力。

一针一线，绣出灵石风华，绣出
黄土气韵，更绣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
的文化创造力。一心一意，守护技艺
命脉，守护文化根基，更彰显面向未
来的创新胆魄。灵石王家刺绣，这一
指尖瑰宝，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传承与
创新中续写着锦绣篇章。

巧手织锦绣 指间绘幸福
—— 探访灵石王家刺绣的技艺之美与文化之魂

本报记者 王志敏 李晓雯

赵程辉（左四）正在教授学员非遗技艺。 本报记者 冀古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