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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假期，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扎兰屯市卧牛河镇的非遗传承人都

叶梅有点忙。当地的中东铁路博物馆邀请

她 到 展 厅 为 游 客 展 示 剪 纸 技 艺 ，欢 度 春

节。看文物、听历史、赏非遗、学民俗已经

成为当地的新年俗，不仅热闹，也更有文化

气息。一名游客说：“第一次在博物馆过春

节，没想到这座小城的博物馆这么有意思。”

人口约 40 万，市区面积仅 10 多平方公

里，扎兰屯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小城。但这座

不大的城市里，却有着 12 座博物馆，丰富多

彩的文化服务讲述着风味独具的小城故事。

活化利用
建筑遗址焕发生机

“黄房”，是扎兰屯市的独特风景。这

些黄色外墙的欧式建筑属于中东铁路建筑

群，包括中东铁路俱乐部、森林警察宿舍、

六国饭店等旧址。如今，这些历史建筑大

多成为博物馆，记录着扎兰屯的历史。

1897 年起，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扎兰

屯作为重要站点得到开发。上世纪 90 年代

起，城市建设势头很猛。时任扎兰屯市文

体局副局长冯靖宇说，扎兰屯人意识到，要

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和经济社会发展同等

重要的位置，注重遗址利用，赋予历史文化

时代内涵并彰显其新的价值。随后，这种

相对超前的理念被当地政府写进工作报

告。随后几年，一度无人问津的“黄房”迎

来新的生机。

2006 年，扎兰屯以原中东铁路俱乐部

为基础建设了扎兰屯市历史博物馆。之

后，又陆续对 21 处中东铁路建筑遗址进行

了大规模修缮，利用老建筑建设了 5 座博物

馆，历史建筑在活化利用中得到了专业保

护。“这是道钉，这是扳道岔……”在中东铁

路博物馆，曾在铁路局工作的刘大爷正在

讲解展品。讲解员说，这些老铁路工人对

展品的了解有时比他们还细致，“这曾是他

们亲历过的岁月。”

扎兰屯市委宣传部部长于萍是中东铁

路建筑群保护工作的见证者之一。她说，

20 多年间，文保工作始终是当地的重点工

作。“十一五”期间，扎兰屯就投入超过 1500
万元用作文物基础设施经费。2013 年，中

东铁路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扎兰屯又投资 1
亿元，用于建筑遗址群的保护和修缮……

除 依 托 中 东 铁 路 建 筑 群 建 设 的 博 物

馆，当地还积极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建设了

达斡尔民俗博物馆、鄂伦春民俗博物馆等

民族文化博物馆，规模不大，但各具特色。

如今，扎兰屯市拥有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162 处，博物馆 12 座，馆藏文物 5000 余

件。这些博物馆已成为扎兰屯的新名片。

群策群力
文保队伍发展壮大

说起这些博物馆的建设历程，扎兰屯

文旅局文博管理中心主任崔东波记忆犹

新。有一次，崔东波听说在距离扎兰屯百

余公里的博克图镇，有一位专注于中东铁

路相关文物的民间收藏家，正准备出手一

批当时中东铁路兴安岭隧道中的煤油灯、

铁路工人的工作证等文物。欣喜之余，崔

东波获悉有不少民间藏家也正“盯着”这批

文物。

“ 如 果 被 别 人 抢 先 了 ，不 仅 价 格 会 升

高，文物的完整性也会受影响。”崔东波和

同事赶往博克图镇，在他们的耐心沟通下，

这位收藏家最终同意将这批文物出售给

他们。

在 中 东 铁 路 博 物 馆 里 ，还 有 一 批“ 借

来”的藏品，它们来自当地民间收藏家鄢春

田。鄢春田退休前是公路系统的职工，近

年来，他先后投入 40 余万元，收藏了包括昔

日铁路工人用过的道钉、井头等在内的文

物。鄢春田曾想自己开一座博物馆，将这

些文物展示给大家，经过与文保工作人员

的多次协商，老人最终欣然同意将自己的

部分藏品借给博物馆展览。

博物馆的建设，还带动了扎兰屯文物

保护队伍的发展，实现了文物保护志愿者、

讲解员从无到有的突破。

张 琪 是 中 东 铁 路 博 物 馆 的 一 名 讲 解

员，从 2011 年开始就在这里工作，是当地最

早的一批讲解员。目前中东铁路博物馆共

有 14 名讲解员，都是当地的年轻人。编制

讲解词、设计展板、设置布展……讲解员们

为博物馆建设提供了不少好主意，当地也

定期对讲解员进行培训，并积极开展对外

交流活动。“我觉得这项工作特别有意义，

我们作为青年一代，有义务把扎兰屯的历

史保留好、讲述好、传承好。”张琪说。

文旅融合
历史印迹走入生活

“诗情未尽在苏杭，幽绝扎兰天一方。”

老舍先生曾这样赞美扎兰屯。在这里，有

穿城而过的雅鲁河、面积广阔的原生林，风

光如画、幽绝一方。

各具特色的历史建筑让扎兰屯的旅游

资源更加丰富。文旅部门的工作人员说，

有的游客本来冲着自然风光来，看到这么

多历史建筑和博物馆，就会多逗留一段时

日。 2019 年当地接待游客 341 万人次，同

比增长 5%，收入 32.9 亿元，同比增长 6%。

在中东铁路博物馆，馆内专门开辟有

当地民间艺术家作品展馆，剪纸、钢笔画、

羽毛画、书法作品琳琅满目，展现着当地的

历史文化印迹。退休工人孙大爷住在中东

铁路博物馆附近，博物馆落成后，他常来参

观，“原来扎兰屯还有这么多能人。”如今来

博物馆不仅能参观学习，还能在这里选购

文创产品、订购作品，带动了一批民间文化

艺术产业兴起。

为了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历史文化知

识，扎兰屯每年都会开展“博物馆进校园”

活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会将展板及条件

允许的展品带到校园，实现“把展览办到教

室，把博物馆搬进校园”。同时，他们也会

邀请当地中小学走进博物馆开展文化拓展

活动，实现“馆校互动、文教共进”。

张琪每年都会参加“博物馆进校园”活

动，每次他们来到校园，孩子们都很兴奋，

在听讲解过程中也会不停提问。每年夏

天，博物馆还会从学校选拔“小小讲解员”，

让小朋友们体验博物馆的工作。“通过和展

品的近距离接触，孩子们对这座城市的历

史更感兴趣了。”张琪说。

如今，中东铁路风情历史文化街正在

建设中。当地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招

商工作正在稳步开展，文化产业、特色民

宿、民族美食将在这里汇集。等到对外开

放时，游客们抬眼可见蓝天青山，俯首可品

美食美器，侧耳可闻列车轰鸣，迈步可履百

年风情。

（韩冷参与采写）

上图为扎兰屯市历史博物馆。

韩 冷摄

活化历史建筑、建成 12座博物馆，

内蒙古扎兰屯市——

小城故事多
本报记者 陈沸宇 翟钦奇

人口约 40 万、市区面
积仅 10 多平方公里，内蒙
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是一座
不折不扣的小城，却拥有
12座博物馆。活化利用历
史建筑、挖掘特色民族文化
资源，如今，博物馆已成为
扎兰屯的一张新名片，讲述
着风味独具的小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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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

宝，集中蕴含着为人处世的道理，体现

了治国理政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

重要讲话、文章中，经常引用中国古代

典籍中的故事、古语，这反映出习近平

总书记对典故的喜爱和熟稔。引用典

故，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古喻今、表达

思想的重要方式。他引用《庄子》中的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强调脱

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

领导；引用朱熹《论孟精义》中的“天下

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

欲”，强调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

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

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

罪；引用《尚书》中的“功崇惟志，业广

惟勤”，强调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想

信念；引用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中

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强调所有知识要转化为能力，都

必须躬身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如何推进这一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大众化，方法途径自

然是多样的。《平“语”近人——习近平

总书记用典》进行了探索，从习近平

总书记引用的我国历史文化典故入

手，用鲜活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

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第一季节目 2018 年 10 月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后，产生巨大反响，取得巨大

成功。《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典故》（第二季）沿用了第一季的风格，

每集节目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原声短

片、经典释义、思想解读、互动访谈、经

典诵读 5 个环节，既讲清了“为什么”

“是什么”，又讲清了“怎么做”，使观众

感受到新思想之“用”。每一集在内容

的安排上，注重讲故事，既有代代相传

的历史典故，又有生动鲜活的真人真

事。节目现场安排的访谈，观众积极参与，使现场的气氛更加活

跃。节目最后观众集体诵读经典，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这

样的多元化设计和安排，极大增强了节目的吸引力、感染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

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

欢的典故》（第二季）中，我们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典故，集中

阐述了新发展理念。在第七集《自强不息日日新》中，以习近平

总书记所引用的《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墨经》中的“力，

形之所以奋也”、《楚辞》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为切入点，阐释了创新发展理念。在第八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中，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贾思勰的“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

成功多”、荀子的“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司马光《资治通鉴》

中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为切入点，阐释了绿色发展理念。

在第九集《百花齐放春满园》中，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

不成”为切入点，重点阐释了共享发展理念。在国际场合，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引用“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强调各国要

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

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两句分别出自《论语·季氏》和《孟子》，具体而

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引

用这两个典故说明，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出自《淮南子·氾论训》，说的是，治

理国家虽然有一定的常规常法，但其本质是有利于老百姓。习近平

总书记引用这个典故，就是说明，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因此，共享

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节目重点讲述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

共享、渐进共享 4 个方面的内容。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出自《荀子·修身》，意

思是道路虽然很近，但如果不一步步向前走也不可能到达目的地；

事情虽然很小，但不动手去做也不可能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引用

这一典故，就是说明，做人做事，最怕的就是只说不做，眼高手低。

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都要严

谨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干实干。广大青年要努力成为有理

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

通过《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观众会

深深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中

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

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

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

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

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

扬。我们要把这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价值的中华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

的方式推广开来。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

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

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

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

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

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

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

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典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从习近平总书记用

典，观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底蕴。《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将思想

与典故有机结合，在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中，让观众既感受到这一思

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又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将深邃的思想

讲透了、讲活了，讲到观众的心坎里，让观众感受到思想的魅力，进

一步增强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和

认同。

（作者为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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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3月 15日电 （记者王珏）由

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联合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等单位共同举办的

“锦绣中华——202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服饰秀”系列活动，于 3 月 14 日至 15 日在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古城举行。

本次活动以“锦绣中华、衣被天下”“活

态传承、美好生活”为主题，分为“南溟吉贝

——黎锦主题非遗服饰秀”“织山绣水——

苗族织染绣主题非遗服饰秀”“锦衣御裳

——宋锦主题非遗服饰秀”“点染华章——

影视剧主题非遗服饰秀”等多个篇章。多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与现代服饰

设计的巧妙融合，呈现技艺精湛的传统工

艺和奇思妙想的创意设计。活动期间还举

办振兴传统工艺学术论坛——锦绣中华

2021 年度学术研讨会，业内专家、时尚设

计师代表、主创团队等围绕非遗多维度创

新、非遗多媒介传播、非遗多区域协作等话

题开展深入讨论。

中国非遗服饰秀举行

本报上海 3月 15日电 （记者曹玲娟）

日前，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了上海市

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上海市文旅局对全

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国有可移动革命文

物进行了系统调查、认真核对和广泛征询，

梳理出《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共

计 150 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 208 件/套可

移动革命文物。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

长褚晓波介绍，这批名录中的革命文物区

域分布广、时间跨度长、类型范围全、内容

主体“红”、价值显示高，充分体现了上海的

红色文化基因。

首批革命文物名录中的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大多数都经过了精心保护和修缮。

近 3 年来，上海共对 474 处文物建筑和 96
处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了修缮保护。今年还

有列入名录中的中共一大会址、李白烈士

故居、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等 7 处重要革

命旧址正在修缮或环境整治中，“七一”前

将全部完成。上海市文旅局将在“七一”前

夕公布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上海公布首批革命文物名录

本报合肥 3月 15日电 （记者徐靖）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彭新华教授研究组及其合作者首次在弗罗凯量子

体系上实现微波激射器，为超高精度超低频磁场测量以及暗物质

搜寻等研究提供全新途径。该成果日前发表于《科学进展》。

微波激射器是利用电磁波与原子或分子等量子系统的共振相

互作用，在微波波段获得放大或振荡的量子器件。迄今只有少数

物质能实现微波激射器，目前仅在静态体系上实现过。对于含时

周期变化的体系（即弗罗凯体系），此前未有任何理论和实验报道。

彭新华研究组首次从理论上提出研制这种新型微波激射器的

可行性，并成功在核自旋体系上实验实现。研究人员首次观测到

弗罗凯量子态之间的受激辐射，标志着在周期变化的量子体系上

实现微波激射器。他们还利用该微波激射器有效克服以往精密测

量的低频噪声难题，实现了迄今为止超低频段最高的磁场测量灵

敏度。

我国科学家实现新型微波激射器
本报拉萨 3月 15日电 （记者徐驭尧）日前，西藏天文馆高海

拔地区科研及科普双重功能一米级光学天文望远镜建设项目启

动。据介绍，本次启动建设的一米级光学望远镜将是世界上口径

最大的折射式光学望远镜，将安装在预计今年开工建设的西藏天

文馆。该望远镜建设工作由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牵头，中科院紫金

山天文台、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福建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和西藏自然

科学博物馆共同承担。

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王俊杰介绍，该望远镜系我国自主

研发建设，建设过程需克服多重技术困难。依托于拉萨海拔高、观

测条件好的特点，该望远镜将兼具科学普及和专业观测双重功能，

既服务于研究团体的专业需求，也能供公众参观使用。建成后，西

藏天文馆一米级光学天文望远镜除具备较强天文科研观测功能

外，还具备可覆盖白天和黑夜的目视观测、天文摄影、在线直播、远

程教学等科普能力，将深度服务于西藏的科学研究和科普工作。

世界口径最大折射光学望远镜启动建设

3 月 15 日，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庙坝镇寨峰村，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踏青放风筝。 邓良奎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