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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热门艺术展在广东省深圳美术馆

（新馆）免费展出，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

不绝，展期一度延长；

穿过美术馆一侧的公共广场，拾级而上，

便是深圳图书馆北馆，一层大厅的自习区座无

虚席，书架前、沙发上，处处是阅读者的身影。

这两个馆，空间上紧密相连，文化上“珠

联璧合”——2023 年底，位于深圳市龙华区

的深圳美术馆（新馆）、深圳图书馆北馆相继

开馆，成为深圳“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率先

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文化新地标。

看建筑

既有高颜值，也有高科技

步入深圳图书馆北馆大厅，30 多米的挑

高，空旷透亮；卷轴形状的天花板，让折射入

馆的阳光更显柔和；外墙则由菱形石材交错

拼接，使得建筑四面透光但不会刺眼。

市民们或在沙发上沉浸阅读，或在桌前

专注自习，静谧而温馨。馆内的阅读空间布

局，对读者十分友好。

“现代感、设计感很强，设施齐全，内容丰

富。”市民杨女士带着一双儿女，特地搭乘 1
个多小时地铁前来参观，“希望让孩子体验到

更好的文化环境。”

少 儿 服 务 区 内 ，设 置 了 0—3 岁 婴 幼 儿

馆、3—8 岁儿童馆、6—12 岁少年馆，以及互

动展廊、小剧场等功能区域。一米书架、趣味

指引、儿童家具……贴心设计的迷你图书馆，

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

“北馆不仅好看，更好用。”深圳图书馆党

委书记、馆长张岩介绍，该馆建筑面积约 7.2
万平方米，设计藏书量 800 万册，各楼层利用

率都很高：地上 6 层，巨大的空间尽可能供读

者使用，设置座位 2500 个；地下 3 层，21.55 米

深的立体书库“深藏不露”，科技感十足。

最近，这个立体书库成了“网红”。据介

绍，这个投入运行规模较大的地下立体书库，

可容纳约 400 万册藏书。高耸的书架间，堆

垛机高效运转，精准确认书箱存储位，并实现

自动出库，颇具科技感。

馆内，轨道跨层铺设，书箱纵横穿梭，读

者借阅一本库藏图书，从下单到送达，只需大

约 10 分钟。智慧调阅系统，实现了从“人找

书”到“书找人”的转变，大大提升了图书馆的

运营能力、工作效率。

深圳图书馆文献保障部主任、北馆筹建

办副主任刘哲说，今年上半年，北馆将打通物

流配送环节，实现“线上选书，送书上门”，成

为全市最大的文献提供中心。

依靠这套完整的自动化管理系统，深圳

图书馆北馆还承担起全市图书馆流通书籍集

散中转的重任，为这座“图书馆之城”的图书

调度与统筹提供了有力支撑。

看服务
内容品质强，体验更多元

从齐白石书画精品，到法国诺曼底印象

派作品，再到新型艺术科技装置……自深圳

美术馆（新馆）开放以来，近千件跨越古今中

外的艺术展品，吸引着市民游客，每天 4 个时

段场场爆满，6500 个名额供不应求。

4 个多月来，该馆每天都在以“饱和”状

态运行。截至 3 月 18 日，已接待观众 53.5 万

人次，其中不少人专程从香港、广州等地赶来

观展。

深圳美术馆馆长张燕方介绍，深圳美术

馆（新馆）的 18 个艺术展厅展览密集接档，

3900 平方米的半室外雕塑展场正在展示当

代雕塑名家作品。

在开馆展中，深圳美术馆精心遴选，拿出

“看家宝贝”。在馆藏精品及文献特展上，可

以一览潘天寿、李苦禅、吴冠中等名家真迹，

以及各类当代艺术作品。馆藏影像艺术作品

展中，既有上世纪 50 年代的珍贵老照片，还

有呈现深圳城市变迁的视频动画。

精心策划的展览，不仅得到专业人士认

可，也收获了大众的喜爱。“丰厚的馆藏，是我

们的底气。”张燕方说，深圳美术馆现收藏有

美术作品约 9000 件（套），涵盖中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书法、摄影等品类。目前，该馆正

系统梳理、挖掘更多“压箱底”的藏品，通过研

究展示，让艺术之美更多地回馈大众。

美术馆是市民的“精神磁场”，也是城市

的“美育课堂”。深圳美术馆（新馆）不断提升

文化服务质量，积极发挥公共美育职能，让人

们能够看到美、懂得美、创造美。

2023 年 12 月，“深馆讲坛”首期讲座聚焦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现场听众互动积极、反响

热烈；“套色版画工作坊”举办，孩子们现场印

制套色版画，个个都兴致勃勃。

看布局
建起大设施，织密文化网

傍晚时分，家长与孩子们在两馆间的公

共广场、下沉空间里欢笑嬉戏，闲坐聊天。开

放的城市文化空间，成为市民共享的休闲生

活体验区。

过去，该片区没有大型公共图书馆、美术

馆，文化服务配套比较匮乏。如今，两座新馆

成为街区发展的强大引擎——高楼环抱，住宅

小区、写字楼、大型商场密布，人口高度聚集。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重大文化设施规划布局时，就要考虑

到各区公共文化资源不均衡等问题，尽力满

足所在辖区市民的文体需求。

自去年底以来，深圳多个“新时代重大文化

设施”陆续投入使用，或进入关键节点——

深圳歌剧院开工建设；深圳科技馆新馆、

深圳湾文化广场（深圳创意设计馆和深圳科

技生活馆）、深圳书城湾区城等，则有望在一

两年内建成。

一个世界级公共文化地标群逐渐成形，

一张城市文化服务网络正在织密，为深圳惠

民文化服务提供充足空间。

如今，深圳已实现市、区、街道、社区 4 级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全 覆 盖 。 846 家 公 共 图 书 馆

（室）运营有序，319 个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遍

布全市，“千馆之城”名副其实。

2022 年，深圳编制出台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和配套标准，发布深圳市

《文化馆服务规范》等 4 项标准，完善了公共

文化服务绩效考评体系。

2023年，深圳共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超 7万

场次，平均每天超 190 场次。深圳读书月、海

洋诗歌季、少儿艺术花会等品牌活动日渐丰

富，各类演出、展览、惠民课程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重大文化设施不仅是深圳的文化

新地标，也是人文湾区建设的新平台，是国际

交流的新舞台。”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玲表示，希望推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实现质的提升，同时惠及更多大湾区居民、国

际友人与游客。

深圳美术馆深圳美术馆（（新馆新馆）、）、深圳图书馆北馆建成投用深圳图书馆北馆建成投用

文化新空间与鹏城共生长文化新空间与鹏城共生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吕绍刚吕绍刚

核心阅读

深圳美术馆（新馆）推出热门
展览，打造城市“美育课堂”；深圳
图书馆北馆兼具高颜值与科技
感，支撑“图书馆之城”建设……
自去年底以来，广东省深圳市多
个“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陆续投
用或进入关键节点，一个公共文
化地标群逐渐成形，不断推动城
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实现质的提
升，惠及更多市民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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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

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

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个根本问题。”5 年来，各地教育部

门和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与实践，形成一些好经验、好做法。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构建大师资

体系。“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

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一方面，完善成长机制，

加大教师培训与激励力度，提高思政

课教师的职业声望，吸引更多人才加

入思政课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创新

考评机制，通过同行专家评价与学生

口碑评价，综合评估思政教学成果与

育人效果。据统计，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召开 5 年来，全国高

校思政课教师增至 14.5 万人，专职教

师超过 11 万人，整体结构明显优化，

综合能力显著提升，成为落实立德树

人的有力支撑。

聚焦课程改革创新，搭建大资源

平台。在内容上，探索思政课教学创

新，完善教学问题库、案例库、素材库

等理论资源。在形式上，积极探索新

型教学手段及方法，采用新媒体、新技

术赋能“大思政课”教学，开展翻转课

堂、智慧课堂等，让教学内容与教学形

式紧密结合，更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从广东省

广州市开发“本土红色教育云库”六大主题资源，到辽宁省建

设一体化协同平台共享思政课教学资源，教学资源的内容和

形式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

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善用社会大课堂。做好思政课教育，

要推动学校课堂与社会课堂双向发力，内外联动，建好用好实

践教学基地。与此同时，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

建设，社会、学校、师生共同参与，开展跨学校、跨院系、跨专业

合作，实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湖南

省举办“奋斗青春号”大思政课堂，北京建筑大学邀请运动员

开展“冰雪上的思政课”，各地各高校充分发挥多课堂的协同

育人优势，为扎实推进立德树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给学生心灵埋下真

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思想政治理论课

责无旁贷。构建大师资体系，搭建大资源平台，善用社会大课

堂，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需要

我们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凝聚众智、善作善成。

（作者为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

究员、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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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碧水，绿柳红桃，勾勒出一幅春日美

景。近日，第三十三届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

旅游节在天津市红桥区开幕，千年大运河碧波

荡漾，桃花堤上，近万株桃树迎来盛花期。“赏

美景、品文化、享美食，值得来看看。”来自北

京的游客王泽方说。

红桥区举办的“桃花节”活动自 1990 年

延续至今，深受广大市民游客喜爱。近年来，

红桥区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主要内容的历史

文化资源，推动文旅商融合发展，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

需求。

“桃花堤有着数百年历史，可以充分挖掘

和利用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资源。”红桥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志坚说。

本届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中，

红桥区与天津市楹联学会携手，邀请书法家

编撰、书写、悬挂特色楹联，将桃花堤打造为

集文脉挖掘、文化传承、文明倡导于一体的楹

联文化公园，进一步增添桃花堤的文化气息。

漫步桃花堤，一副副特色楹联点缀其中，

用词考究、意境深远。“之前来都是走马观花

看 风 景 ，这 次 才 感 受 到 了 桃 花 堤 的 历 史 文

化。”市民马瑶说。

红桥区西沽公园内，一个小朋友正牵着

妈妈的手，蹦蹦跳跳地向一处摊位走去。摊

位一旁，形似一朵桃花的“俏桃桃”玩偶张开

双臂，笑容可掬，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

据 了 解 ，红 桥 区 设 计 运 河 桃 花 IP 形 象

“俏桃桃”，并据此推出系列文创周边产品。

在此基础上，活动期间还开设了“俏桃桃”与

熊猫玩偶“花花”的联名快闪店。

“桃花堤从元代起便帆樯云集、诸业繁

兴，南来北往的文人雅士留下许多诗篇，值得

深入挖掘。”刘志坚说。活动期间，红桥区开

展诗词朗诵、青年作家新书签售等“桃花可阅

读”系列活动，邀请市民游客一起品读桃花；

推出国风汉服旗袍主题旅拍产品，举办“百名

留学生 寻美桃花堤”活动，推动运河文化活

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今年花期，红桥区将在西沽公园举办运

河主题市集，集中展示文创、美食、非遗、新能

源汽车等特色产品；依托红桥区地标美食产

业联盟，开展美食品鉴活动，集中展示红桥餐

饮行业代表菜品；在园内提供汉服租借、桃花

妆造和旅拍服务；开展第二届“桃花杯”少儿

艺术表演活动，编排主题儿童剧进行集中展

示……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

元游玩体验。

如今，文化气息已经逐渐浸润到日常生

活之中：市民游客在非遗文化展中漫步，体验

优秀传统文化之美；“运河记忆”文化生态游

和“红色记忆”爱国主义教育游等精品旅游线

路，为人们提供丰富的游览体验；街道公益慈

善基金项目让市民在选购文创产品的同时助

力公益事业……红桥区不断健全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大力开展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优

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日趋丰富，服务能力

和水平明显提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我们将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

润城、以文兴业，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

资源、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

产业和市场体系布局等方面下苦功夫、见新

成效。”红桥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宇表示。

图 为 天 津 市 红 桥 区 桃 花 堤 ，桃 花 争 相

绽放。 朱双银摄

天津市红桥区以花为媒，打造文化旅游节——

来桃花堤，感受文艺气息
本报记者 武少民 龚相娟

本报福州 3月 18日电 （记者付文）18 日起，由福建省纪

委监委、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文艺倡廉”福建省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梅兰芳大剧

院、北京音乐厅等举办，并将同步开展系列福建文旅推介活

动。本次展演，包括闽剧《贬官记》、交响合唱组歌《中国精

神》、交响咏诵会《为政以德》、高甲戏《李光地》等 6 部代表性

廉政题材精品剧目。

自去年 9 月起，福建省纪委监委、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开

展“文艺倡廉”福建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展演以廉洁题

材、红色题材、现实题材等大中型剧目及廉洁文化主题演出为

主要内容，突出理想信念、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勤政为民等主

题，积极发挥优秀文艺作品引领风尚、教化育人功能。

福建积极构建传统文化和廉洁文化建设联结机制，探索

“文艺+廉政”融合发展路径，活化用好优秀传统文化。“文艺

倡廉”展演开展 7 个月来，已累计在线下演出 180 多场，观看人

数近 900 万人次。

“文艺倡廉”福建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京展演

虚拟现实互动体验登上“山东舰”、连环画“小人书”、天

宫空间站模型……近日，在 2024 武汉（国际）童书展上，各类

可观、可感、可互动的出版物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阅读体验。

该展览于 3 月 15 日开幕，3 天的展期共吸引了 200 多家单位参

展，展示了儿童文学、绘本、科普、教育等多个领域童书约 3
万种。

本次展览既有经典图书和出版社近些年出版的重点图

书，也有一批进口的国外原版童书。此外，不少出版发行机构

运用新技术，让图书呈现多维度的形态。一款劳动主题的绘

本吸引了不少孩子驻足观看，只需轻轻翻页，一件件立体的劳

动场景模型就展现眼前，模型中蕴含的各类设计非常巧妙。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致力于通过多元化的图书创新产品，培

养儿童沉浸式的深阅读习惯。”武汉爱立方儿童教育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负责人吴高余说。

此次展览以“童心向阳 遇见未来”为主题，展览期间还

有儿童文学名家、名师举办的各类图书发布会、行业论坛、文

化惠民活动等。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连锁分公司

经理程龙说，展览期间线下发放了 10 万元的图书满减券，线

上微商城发放了 90 万元惠民书券。

据悉，本次展览由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中国书刊发行业协

会指导，湖北省出版物发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除了开设武汉

主会场，湖北省 400 多家新华书店、8 个农家书屋示范点、高校

及中小学校园书店等也设立分会场，联动开展精品童书展示

展销、惠民图书销售和系列主题讲座。

为了充分突出“出版+互联网”“展会+互联网”特色，本次展

览还构建了网上观展平台、交易平台、服务平台。“通过线上、线

下双向互动，我们力图让读者感受云逛展、云阅读、云互动的乐

趣。”湖北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邓世清说。

2024武汉（国际）童书展举办

让童书可观可感
本报记者 吴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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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观众在深圳美术馆（新馆）参观。

深圳美术馆（新馆）供图

图②：深圳图书馆北馆地下立体书库。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图③：深圳图书馆北馆与深圳美术馆（新

馆）外观。

深圳市龙华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