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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马苏薇）由江苏省海外联谊

会主办、中国标准草书学社承办的“广草书于天下”海内外草

书大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 152 件书法作

品。其中，既有藏于各大美术馆的近代书法大家之作，也有来

自各地的当代名家草书精品，展现了草书创作与研究弦歌不

辍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在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标准

草书学社创立于 1932 年，学社创立之初，坚持以“易识、易写、

准确、美丽”为原则，完成《标准草书千字文》。

“广草书于天下”展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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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刘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

型融媒体报道《直播大湾区》20 日正式开播，总台“大湾区之

声”新媒体同日改版上线。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

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以视频致辞的方式

表示祝贺。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

慎海雄，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曦共同启动两个项目。

大型融媒体报道《直播大湾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粤

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媒体合作，6 月 20 日至 30 日，每天聚焦大

湾区一座城市，推出“1 小时电视+12 小时新媒体”直播报道。

电视广播端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和大湾区之声频率每天 13
点至 14 点播出，节目注重现场感和贴近性，生动讲述湾区城

市在经济、社会、人文、科技、民生等多领域的新发展、新变

化。新媒体端则利用现场直播、慢直播和短视频等方式，集合

央视新闻、央视频、CCTV4、大湾区之声等新媒体平台，一日

一城，打造每天 12 小时城市主题日报道。

据介绍，“大湾区之声”新媒体平台上线 3 年以来，在大湾

区特别是香港、澳门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持续增强。改

版上线后，平台将推出《信息直通车》等新闻资讯专栏、《湾区

观察》等评论言论专栏、《探文观港》《华夏原创金曲榜》等独具

湾区特色的专栏，同时全新启动“大湾区之声”视频直播平台，

生动直观地展现大湾区的风采。

《直播大湾区》开播

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韩鑫）工信部、国家文物局

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业类博物馆调查摸底工作。

根据前期信息填报和实地调查成果，两部门将于今年年底前

形成全国工业类博物馆名录，指导推动部分符合条件的机构

完成博物馆登记备案工作，进一步探索联合认证、共建共管机

制，推动工业类博物馆规范有序发展。

据了解，此次调查对象为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以收藏、保

护、研究、展示和宣传我国工业发展进程、成果和工业文化为

目的而兴建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常设场馆。

两部门调查摸底工业类博物馆

干净清爽的短发、洁白笔挺的衬衫、瘦高

挺拔的身材，一个矫健的身影快速走上讲台

……这名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就是被称为“明

惠兄”的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林明惠。

从包里掏出支架，将手机固定在教室第

一排，点开 B 站“明惠兄”账号，一场思政课程

直播拉开帷幕。“同学们好！我是林明惠，大

家可以叫我明惠兄。和大家约定一下，上课

时允许大家看手机，如果觉得我哪里讲得不

好，欢迎在直播评论区直接‘吐槽’。当然，讲

得好的地方，大家发几句表扬的话我会更开

心！”几句简单的开场白，就让课堂氛围活跃

了起来。

“学生更易接受怎样
的方式，老师就要做怎样
的创新”

“福州的 5 月真是有点热啊，大家知道为

什么城市的温度要比乡村高呢？”拿着手中课

本当扇子，林明惠在讲台上边踱步边问。“热

岛效应吧？”学生的回答得到林明惠的肯定：

“没错！那如何才能既保证经济运行又能降

点温呢？”又一个问题抛出，同学们开始讨论，

手机上的直播间里，正在观看直播的师生也

纷纷发言……

“践行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直播间的这

位同学说得非常好！”线上线下同步互动，林

明惠很快得到了想要的那个答案，同时也引

出了当日课程的主题——“同学们，今天我们

要讲的，就是‘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经济

运行的新常态……”

2020 年初，受疫情影响，福建医科大学

的所有课程由线下转为线上，作为思政课教

师的林明惠很快发现了线上授课的“短板”：

“课堂没有互动，学生容易走神，老师也不能

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效果不佳。”

“一次上课前的统计，我发现经常去 B 站

看直播、找视频的学生已经占了班级总人数

的八成以上。”林明惠把线上教学点转移到了

B 站，并给自己的账号起名为“明惠兄”，“我

觉得老师和同学是平等的，同学们可以把我

当作大哥哥一样来咨询各种问题。”林明惠

笑道。

“线上教学更要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好。”

为了让思政课在线上更有活力，林明惠在课

程设置、案例选择上比以往更花心思，林明惠

选择的案例往往就是当下的热点事件，“小到

避免粮食浪费，大到践行绿色发展方式，学生

更易接受怎样的方式，老师就要做怎样的创

新。”林明惠说。

“要给学生一杯水，自
己就必须是源头活水”

教室一角，林明惠埋头奋笔疾书，“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刚结

束，要及时把大会精神宣讲给青年学生”。一

个多小时过去，一张写满文字、改了又改的文

稿呈现在眼前，整理好服装，在手机镜头前，

林明惠开始录制短视频。

“新时代的青年，衣食无忧而不忘艰苦，

岁月静好而不丢奋斗。这世上没有‘躺赢’的

捷径，也没有‘内卷’的成功，奋斗的路，每一

步都算数……”寥寥数语，佳句迭出。“视频时

长 1 分 40 秒，但从选题、文案到录制、剪辑，往

往要耗时 3 个小时以上，真可谓‘每一秒都算

数’。”林明惠说。

“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必须是源头活

水。”为了及时、准确地给学生宣讲党和国家

的重要理论，林明惠对各项时政热点保持着

高度关注，“想要给学生把道理讲深、讲透、讲

活，老师就必须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当好源头

活水，用汩汩甘泉滋润学生心灵。”

进入思政课教师队伍 4 年多来，参加学

术交流、访学进修、课题调研，林明惠利用各

种机会为自己“充电”，“老师要常有‘本领恐

慌’，但不能有‘本领缺失’。”“触网”两年多以

来，林明惠参与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委讲

师团组织的“青说七一”视频录制，自己拍摄、

制作 40 多个理论短视频，并上传至多个网络

平台。同时开设 100 多场线上讲座，听众超

过 260 万人次。

“当好学生进入社会前
的‘导航员’”

2020 年秋季，林明惠承担了学校研究生

新生的思政课教学任务，面对着这些“大朋

友”，林明惠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当

好学生进入社会前的‘导航员’？”在他看来，

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规划未来是首要任务。

一次课上，林明惠为同学们展示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党的开创者的年龄：

“ 彼 时 毛 泽 东 同 志 28 岁 ，陈 潭 秋 同 志 25 岁

……他们在像同学们这样的年纪，成了中国

近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开创者。同学们，未来

的 5 年、10 年，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一句

认真的询问，让坐在台下的福建医科大学健

康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笛陷入思考，“林老师

引 导 我 们 认 真 地 思 考 当 下 、筹 划 未 来 。”王

笛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王笛经常找“明惠

兄”请教职业规划，在林明惠的指导下，王笛

明确了自己的职业选择——成为一名教师。

林明惠说：“我有 8 年的辅导员工作经历，加

上 4 年的思政教师身份，12 年的思政工作经

历，让我和学生的心灵距离更近。”

“明理说事谈人生，惠言微论共成长。我

最大的心愿就是继续投身思政课教学，让理

论接地气冒热气，让学生更喜欢这门课。”林

明惠说。

图为林明惠在讲课。

蔡立强摄

创新形式直播授课，福建医科大学教师林明惠——

让思政课接地气冒热气
本报记者 刘晓宇

视频直播授课、线上
线下互动、开设 100 多场
线上讲座……福建医科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林明惠不断更新知识储
备、创新授课形式，用学生
易于接受的方式把思政课
讲深、讲透、讲活。投身思
政工作 12年，林明惠始终
希望自己能当好学生进入
社会前的“导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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