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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锵！几声老腔响起，光影之间，两个

皮影人物出现在幕布上。随着情节深入，皮影

左右腾挪，时而站立交谈，时而碰撞打斗……

在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的非遗综合传

习中心，一场传统皮影戏正在上演。演到精

彩处，台下的观众不由得鼓掌叫好。

走到幕布后，只见两双手举着人物皮

影，迅速、连贯地变换动作，配合默契——国

家级非遗项目孝义皮影戏传承人侯建川和

搭档正在表演。“现在我们有了更多展示皮

影艺术的舞台，我也带出了很多徒弟，让这

项传统技艺能更好传承下去。”侯建川感叹。

吕梁市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6项，国家级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2人。近年来，吕梁通

过建立非遗展馆等方式，推进文化传承发展

工作。

孝义市非遗综合传习中心位于孝义市贾

家庄村的三皇庙旁。这座古朴的二层小院被

称为“非遗小院”，设置了不同非遗门类的艺

术传习所，开展非遗项目展示、展演、展销等

丰富活动，每到周末与节假日总有不少游客

前来，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

在小院内的非遗文化展示馆，集中展现了

孝义的三大代表性非遗项目——皮影戏、木偶

戏、碗碗腔。一件件精美的皮影，一个个立体生

动的木偶，配合着老照片、展板陈列和音乐，让

人们感受当地的传统文化。

走进小院一楼的非遗剪纸传习所，剪纸

手艺人王爱红随手拿起一张红纸，几下翻折

之后，便行云流水地剪了起来。不一会儿，

一只细致生动的蝴蝶出现在手中。“你看我

屋子里这些剪纸，有十二生肖和民间故事题

材 ，装 裱 之 后 还 能 做 成 饰 品 ，买 的 人 可 多

了。”王爱红说。

在其他艺术传习所，有的手艺人正在用

刻刀制作皮影，有的手艺人在制作木偶，还

有的手艺人在忙着绘画。“这些手艺人不少

是非遗传承人，每天在这儿现场从事艺术创

作。他们的工作室也是生动的非遗展示室，

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参观体验，还能产生经济

效益。”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

长胡旭梅说。

“对于非遗保护，我们设立专项工作机

构，还有碗碗腔剧团、皮影木偶剧团等国家

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建立完善项目、传承

人、基地、保护单位的传承保护模式。”吕梁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吕文平介绍，吕梁市还

积极开展文物认养工作，积极引导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目前全市共完成文物认

领认养任务 156 处。

图①：非 遗 传 承 人 给 学 生 展 示 传 统

皮影。

图②：侯建川在表演孝义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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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吕梁建立非遗展馆，推进文化传承发展

非 遗 小 院 ，大 有 看 头
本报记者 郑洋洋

本报香港 1月 15日电 （记者陈然）13 日晚，中央芭蕾舞团

玛卡洛娃版《天鹅湖》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亮相，香港各

界近 2000 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相较于世界各地不同版本的《天鹅湖》，中央芭蕾舞团的《天

鹅湖》以阵容庞大、功底深厚的“群鹅”享誉世界，让观众们真切

感受芭蕾足尖经典的魅力。同时，舞台布景精致，服装精美，让

该舞剧成为中芭的经典之作。

这次演出还将文化交流延伸到了更广阔的舞台，让香港青

年近距离感受优秀的文化资源。9 名来自香港的芭蕾舞学生获

邀参演《天鹅湖》，在舞剧中担任角色，小演员们的舞台表演自然

流畅。

中央芭蕾舞团《天鹅湖》亮相香港

本报广州 1月 15日电 （记者罗艾桦）11 日晚，由广东省广

州市委宣传部指导、改编自同名国漫电影的原创音乐剧《雄狮少

年》（普通话版），在广州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通过少年阿娟在

广州打拼、不懈追梦、最终梦想在舞台绽放的感人故事，聚焦岭

南醒狮文化和风土人情，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魅力和生机

活力，激励每一位追梦人奋力拼搏、勇往直前。

编剧把一代代舞狮人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融入剧本

创作。导演把舞蹈、音乐和舞狮等元素融合到精彩的故事中，引

发观众与角色共情共鸣。此外，演出还增设若干与观众互动的

场景，让观众见证少年阿娟在追梦路上的成长。

原创音乐剧《雄狮少年》首演

本报合肥 1月 15日电 （记者徐靖）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中国科学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杜江峰院士、王亚教授等

人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提出基于信号关联的新

量子传感范式，实现对金刚石内点缺陷的高精度成像，并实时观

测了点缺陷的电荷动力学。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自然·光

子学》。

此次工作中，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量子传感范式，即利

用多个量子传感器之间的信号关联，提升对复杂对象的解析能

力和重构精度。研究团队基于自主发展的氮—空位色心制备技

术，可控制备出相距约 200 纳米的 3 个氮—空位色心作为量子传

感系统，通过对随机电场探测展示了这种新的量子传感范式。

我科学家提出新量子传感范式

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王欣悦

秦岭腹地，山高林密。从陕西省商洛市

出发，大巴车钻山进洞，商洛学院学生朱文

进坐在车上摇摇晃晃。尽管山路难行，但她

一路上都很兴奋。

经过 5 个小时车程，商洛学院的师生们

来到了镇安县庙沟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一下

车，孩子们便热情地围了上来。机器人、航

模、生物标本、科学展演……多种多样的科

学知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引来一片欢

声笑语。“孩子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看着他

们的笑脸，我觉得为乡村孩子们做科普，太

有意义了。”朱文进说。

自 2017 年起，商洛学院设立“流动科技

馆”志愿服务项目，一批批热心师生将科普

课堂搬进商洛山区的中小学校园，在孩子们

心中播下一粒粒科学的种子。

“激发了孩子们学科学、
爱科学的兴趣”

能不能让山里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和航

模？“流动科技馆”源于两名学生的朴素想法。

2017 年，在商洛学院读大一的付佳乐加

入了学校的科技创新社团，航模、平衡小车、

仿生机器人……一个个科技作品让她眼花

缭乱。付佳乐想，“要是能够把这些作品带

给山村中的孩子们体验，该多好。”

付佳乐的想法让同是社团成员的杨化

俊有共鸣，“我们俩都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小时候接触外面世界的机会不多。商洛有

许多山区学校，是否可以用科普的方式，让

孩子们的童年更多彩？”

他 们 的 想 法 很 快 得 到 了 学 校 的 支 持 。

商洛学院副校长王新军说：“自 2016 年开始，

商洛学院就实施了根植地方行动计划，其中

就有为山村孩子做科普的项目。一方面，学

校有人才资源，另一方面，项目也能增强我

们服务社会的能力。”

2017 年底，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志愿

服务项目正式建立，志愿者们边做科普，边

对山区学校需求进行深入调研。他们发现，

许多学校虽然硬件设施改善了，但学生们接

触科普资源的机会不多。“用科普引导孩子

们提升学习兴趣、训练科学思维很有必要。”

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志愿服务项目指导

老师杨琳说。

随着活动次数的增加，“流动科技馆”在

商洛打出了名气，不少学校向他们发出邀

请，丹凤县武关镇北赵川九年制学校就是其

中之一。该校校长周眈宏说：“‘流动科技

馆’很有必要，激发了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

的兴趣。科普教育对乡村孩子的意义远比

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再
苦都值”

天没亮出发，披星戴月返校，对于志愿

者们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由于经

费有限，科普活动往往需要当天往返，而单

程车程就需要 2—6 个小时。“山路难行，有的

同学一上车就晕车。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再

苦都值。”商洛学院学生张岚说。

除了让科普教育走进大山，2022 年起，

“流动科技馆”还把孩子们带出大山，走向更

广阔的自然课堂。

2023 年 3 月，丹凤县峦庄镇中心学校的

孩子们来到龙山公园，跟随商洛学院教师李

晓刚进行了一次地理研学。“本来设计的研

学时间是两个小时，最终延长到了 4 个小时，

气氛特别活跃。”学生志愿者曹静说。李晓

刚说，“能激发孩子对科学的好奇心和热情，

就是科普工作者最大的愿望。”

丹凤县寺坪初级中学七年级学生陈雅

欣对之前的一次研学很难忘。在丹江湿地，

他们沿河而行，在老师指导下通过望远镜观

察 鸟 类 。“ 我 在 观 察 笔 记 上 画 了 一 只 绿 头

鸭。现在看到有鸟飞过，我都要好好辨认一

下，觉得它们就像老朋友一样。”陈雅欣说。

为了扩大科普覆盖面，“流动科技馆”志

愿者团队还建立了“云端秦岭科技馆公益科

普大讲堂”，师生们制作了涵盖生物医药、信

息技术、生态环境等六大主题的 33 个趣味科

普课程，通过网络定期向公众推送。“从送科

普进山区到带孩子走出来，从线下科普到云

端展演，我们的科普形式愈发多样，覆盖面

也越来越广。”商洛学院科技处处长程敏说。

“科普志愿服务的热情
正在像火炬一样传递下去”

自从联系上了商洛学院，寺坪初级中学

几乎年年都邀请“流动科技馆”来到校园。

“义务教育阶段正是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时期，科普教育非

常必要。”该校校长彭家卫说。

寺坪初级中学有一所农村科技馆，但由

于展品更新慢、缺乏专业人才等原因，科普

教育陷入瓶颈。类似的问题在一些乡村长

期存在。“一方面，人、财、物等资源投入不

足，制约了科普教育下沉基层，有时候我们

要从外地请专家老师来做科普，但这样的方

式很难契合本地需求；另一方面，一些乡村

学校科学课老师配不齐，专业性很难保证。”

商洛市科协科普部部长陈淑萍说。

“有了‘流动科技馆’，每年科普课程的设

计都不一样，志愿者们的热情与专业让我感

动。”彭家卫说。如今，“流动科技馆”几乎开

到了商洛市所有偏远地区中小学。

目前，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已经形成

一支由 50 余名科技工作者和 200 余名大学

生为主要成员的科普团队，先后为省内外 50
余所中、小学开展线上、线下科普志愿服务

活动 80 余场次，受益学生超过 5 万人。

要做好科普课程，不光要有热情，更得

用心细心。每次科普活动，商洛学院的年轻

教师王洋常常准备到深夜，“面对孩子，既要

把科学知识讲得深入浅出，还要引发他们的

自主独立思考。”

王 洋 讲 的 昆 虫 课 受 到 许 多 孩 子 欢 迎 。

“比如螳螂科普课，我会从螳螂拳、有关螳螂

的成语和故事等引入，把涉及螳螂的行为

学、形态学、地域分布等知识都融入进去。”

王洋说，“科普不仅是让孩子学到一些科学

知识，更要培养他们勤于观察和善于发现问

题的科学素养。”

2023 年夏天，商洛学院教师张博主动参

加了自然教育师培训，给自己“充充电”。“科

普做得多了，就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在活

动中怎么‘破冰’、如何设计游戏、怎样引导

孩子提问，都需要学习。希望以后能在有限

的时间里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张博说。

“6 年多来，科普志愿服务的热情正在像

火炬一样传递下去。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更

多社会资源投入乡村校园科普，让科普教育

点亮山里娃的科学梦，让他们与科学靠得更

近些、再近些。”商洛学院校长范新会说。

图为“流动科技馆”志愿者带领孩子们

“启动”科普大篷车仪器。 李 敏摄

陕西商洛学院坚持开展“流动科技馆”志愿服务行动

点亮山里娃的科学梦
本报记者 原韬雄

机器人、航模、生物标
本、科学展演……在陕西省
商洛市，大山深处的孩子们
也能接触到丰富的科学知
识，参与多彩的科普活动。
2017 年起，商洛学院设立

“流动科技馆”志愿服务项
目，通过将科普课堂搬进山
区学校、开展研学活动、制作
在线科普课程等方式，点亮
山里娃的科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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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下过雨，山里的空气格外

清 新 。 走 进 重 庆 市 潼 南 区 双 江 镇

金龙社区的半山书屋，农闲的村民

和放学的孩子，正在津津有味地看

着书。

上小学五年级的陈可乐，是这

里 的 忠 实 读 者 。 每 到 周 末 和 寒 暑

假 ，书 屋 里 总 有 他 的 身 影 。 记 者

见 到 他 时 ，他 正 专 注 地 看 一 本 历

史书。

“有村民需要的农业、养殖、种

植方面的书，也有儿童绘本、故事

集 。 一 些 在 镇 上 读 书 的 孩 子 经 常

来 这 里 ，书 屋 为 他 们 准 备 了 很 多

适宜的书籍。”半山书屋负责人王

亮说，得益于潼南区开展的“你开

单 我买单”读书活动，书屋里陈

列的书籍种类很多，“我们搜集村

民的读书需求，在小程序上下单，

潼 南 区 图 书 馆 就 为 我 们 配 送 所 需

图书。”

如何让更多人走进图书馆？如

何实现从“要我读”到“我要读”的转

变 ？ 如 何 让 公 共 图 书 发 挥 更 大 作

用？潼南区创新思路，推出“你开

单 我买单”举措，积极探索全民阅

读新路径。

“我们把公共图书‘选书权’交

给广大读者，满足读者个性化、多

元化的阅读需求。每年拿出不少

于公共图书购买总量的 50%，供广

大读者自主‘开单’，看什么由读者

说了算。”潼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

委员会主任刘昌荣说，开单对象分

为集体和个人两部分。对集体，每

年开单两次，每次选取 15 个学校、

乡村、社团等各类基层单位，分别

由这些基层单位根据自身需求开

出 书 单 ，单 次 数 量 300 册 内 ；对 个

人 ，每 月 第 一 周 线 上 线 下 公 开 报

名 ，接 受 前 500 名 读 者 开 单 ，每 人

每月可选两册图书、每年可开单两次。

家住梓潼街道书院坡社区的应景芳今年 58 岁，她平日很爱

看书，但因为腿脚不便，以前想看书，只能拜托别人去图书馆帮

忙借。应景芳说，如今，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书单，动动手指，书

就能快递到家，“想看的书都有，比原来方便很多。”

应景芳醉心书法，在她家中，摆满了书法相关书籍。“这些书

不好找，但是区图书馆还是把书找到寄来了。”不仅如此，为了保

障图书的流通性，每过一段时间，潼南区图书馆就会上门更换借

阅书籍，将书流转到其他需要的基层单位或者个人。

“我们和新华书店达成协议，能够迅速组织货源，帮助读者

找到心仪书目。”潼南区图书馆馆长胡祖国说。

不久前，潼南区图书馆在后台发现一名读者下单了一本书。

“我们查找了区图书馆和分馆的所有书目，都没有找到。”图书馆

工作人员说，虽然下单的读者不是潼南区本地人，但是他们还是

尽快联系了新华书店，从全国调货，为这名读者找到了这本书。

“要读好书，更要用好书，学以致用。”刘昌荣说，除了为群众

提供精准方便的借阅路径，潼南区还以评选表彰为抓手，评选

“十佳书香人”等活动，“2023 年，潼南区集体和个人开单图书近

万册，服务群众 10 万余人，在全区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良好氛围，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通

过图书精准供给小切口，建设书香社会大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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