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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是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促
进 残 疾 人 事 业 全 面 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三十五个全国助残日到来
之际作出重要指示。第七
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
进表彰大会 5 月 16 日在
京召开，会上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饱含深情、内涵丰富，
对广大残疾人和残疾人工
作者给予极大鼓舞和激
励。各界人士表示，残疾
人事业是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合力推进的光荣事
业，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积
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
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
氛围和环境，不断创造残
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
活。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
们残疾人始终牵挂在心，
让我感到极大温暖和鼓
舞。”现场聆听了重要指示
的北京新生命养老助残服
务中心主任唐占鑫表示，
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关怀和
获评“全国自强模范”的荣
誉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实干
行动，帮助更多残疾人绽
放生命光彩。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河南三门峡市
彩虹家园幸福重建中心负
责人陈国杰更加坚定了从
事康复工作的信心：“作为
一名脊髓损伤患者，我更
了解患者的需要，今后将
以更加热忱的服务，努力
为患者排忧解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
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
特殊困难群体”，从事特殊
教育行业 30 余年的广东
佛山市康复实验学校副校
长何智芳对此深有体会。

何智芳说，残疾人群
体，特别是残疾儿童更需要
社会的关心帮助，我们将继
续推动特殊教育与普通教
育深度融合，让每一个生命
都享有尊严与希望。

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
区，依托闽宁对口协作，当
地残联组织建成合作社、
就业创业基地等帮助残疾
人增收。

“近年来，我国残疾人
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
体系不断完善，身边不少残
疾人朋友真切感受到党和
国家的温暖。”红寺堡区残
联理事长马广步表示，将对
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进一步落实好保障和服务
措施，继续努力把工作抓细
抓实，当好残疾人的“娘家
人”，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对于听障群众，基层
民警要主动当好沟通桥梁……”16日下午，作为“全
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代表，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
区分局红岩派出所教导员何巧在第七次全国自强模
范暨助残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上进行宣讲。

“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带领‘红岩无声警务
宣讲团’走访大街小巷，用尊重与理解架起‘心桥’，
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不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
期望。”何巧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
视残疾人工作”，这让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赵佳欣深感责任重大：“下一
步，我们要继续做好残疾人群体技能培训、残疾人劳
动维权等工作，与残联、工会等部门通力合作，履职
尽责，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更加及时精准地帮扶残疾
人群体，将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落细。”

广西“益起初发”助残公益组织发起人杨慧玲表
示，将立足实际工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广
泛深入开展志愿助残服务，把社会的善意与爱心传递
给残疾人兄弟姐妹，为“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
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贡献力量。

山东省残联联络部部长高玉芳对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中的“各级残联组织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要
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印象深刻：“残联组织是党
和政府联系残疾人的桥梁纽带，我们将以重要指示作
为工作的根本遵循，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聚焦残
疾人急难愁盼问题，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整合社会志
愿助残资源，开展社会化助残试点工作，持续深化残
联组织改革，把残联组织建设得既接地气又有活力。”

当前，脑机接口技术快速发展，将在肢体功能康
复、听力恢复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电子科技大学教
授徐鹏表示：“作为科研人员，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
力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的要求，
与团队一道推出更多脑机接口相关成果，帮助残疾人
跨越障碍、摆脱困境，享有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全国自强模范’的事迹和精神非常鼓舞我。”
在西藏拉萨，肢体残疾的拉巴顿珠从事摄影工作，他
说，“我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人喜欢上摄影，在这个
过程中追寻光、记录光、成为光，像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的那样，‘勇敢克服困难挑战，积极追求人生梦
想’，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

作为一名视障学生，武汉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黄莺聚焦残障群体需求，积极
开展相关研究。黄莺说，希望能将更多科研成果转
化为推动社会进步、让更多残障人士获益的普惠技
术，为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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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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亢 蒋
芳 朱筱）

博物馆的“千面新生”

新华社南京5月17日电（记者朱筱）从空中
俯瞰，苏州考古博物馆由简洁大气的三角形块面
构成，巧妙融入越城遗址出土的“石锛”和“钺”造
型灵感，尽显古朴沧桑与野趣之美。17日，作为
江苏省内首座考古专题博物馆，苏州考古博物馆
正式开馆。

苏州考古博物馆位于苏州石湖景区内，越城
遗址东北部，总建筑面积8972平方米，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程泰宁主持设计，地面一层以“源起江
南——苏州地域文明探源”为主题展开基本陈列，
延续地域文明策展理念的同时，有序传承江南文
脉。地下一层则以“华章江南——苏州考古发现
成果”为主题。

据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州考古博物馆
馆长程义介绍，馆内藏品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
品为基础，精选1200件（组）陶瓷器、漆木器、青铜
器、金银器、玉石器等出土文物，其中五分之四以
上展品与遗迹首次亮相。在地下一层的展厅内，
重达90余吨的“东吴大墓”——苏州虎丘路新村

土墩三国孙吴一号墓，在经过复原后与公众见面。
记者在博物馆内看到，这座砖室墓平面为十

字形结构，占地约150平方米，长约15米，宽约10
米，大墓出土文物一同陈列于旁，包括58件金器、
4件铜器及若干件瓷器，其中一件龙首金钗吸引
不少参观者的目光。这根金钗长26厘米，重27.1
克，顶端为一龙首，用细金条、金片、炸珠等勾勒出
眼睛、耳朵、角等，工艺精湛、栩栩如生，其与另一
件展陈在苏州博物馆的凤首金钗为一对，属于较
为少见的孙吴王室高等级金器，考古人员判断其
主人是一位地位较高的年轻女性。

据悉，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一号墓
是苏州地区发现墓葬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
自2018年发掘结束后，因原址不具备保护条件，
工作人员在最大程度减少破坏的情况下，将其整
体切割后搬迁至仓库保管，等待易址重建。“为了
让一号墓在博物馆复原展出，工作人员多次研究
搬运路线，小心翼翼地开展‘搬家’工作，复建所用
砖都是原来的。”程义说。

苏州考古博物馆对外开放

90余吨“东吴大墓”搬进展厅
新华社5月16日电（记者刘美子 何

晓）5月16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
凌家滩遗址博物馆迎来开馆试运营，首次
面向社会系统性展示凌家滩遗址的考古
成果，集中展出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
文物约1100件。

凌家滩遗址作为“古国时代”第一阶
段的代表性遗址，是探索长江下游地区文
明化进程中的关键遗存、关键节点、关键
区域。遗址自 1985 年发现以来，出土大
批重要玉器，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

“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作为凌家滩遗址考古研究成果集中

展现的重要平台，凌家滩遗址博物馆被列
入国家“十四五”大遗址保护利用重点项
目。博物馆展厅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共
设1个基本陈列展厅和2个临展厅，其中
基本陈列包括总序、鉴往知远、玉耀长河、
文明互鉴四部分。

近年来，凌家滩遗址考古研究和保护
利用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展厅内展出
的珍贵文物中，包括首尾相连的双面圆雕
玉龙、刻有八角星纹的玉鹰、造型生动的
玉人、体现宗教礼仪的玉龟和玉版、重达
88公斤的大玉猪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凌
家滩遗址发掘第二任领队吴卫红介绍，此
次展出文物数量众多、类型全面，其中
07M23号王者之墓整座墓葬出土文物的
集中陈列，并以深入的葬仪研究成果制作
成动态演示，是本次展陈的一大特色，向
观众全面、直观地再现了远古先民的社会
生活。

本次展览还运用实景复原、数字光影
等科技手段，全景式展示生活在凌家滩的
古代先民们在规划营建、玉器制造、艺术
创造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彰显了凌家滩遗
址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试运营

千余件文物再现“古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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