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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我国家，亘古亘今”。历经数千年

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中华文

明何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不 竭 动 力 ，也 是 中 华 民 族 最 深 沉 的 民 族

禀赋。”

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华民族始终以“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

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中华

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且以国家形

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陶瓷是我

们观察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一个生动视角。

千百年来，从穴窑、龙窑，到馒头窑、蛋

形窑，从匣钵仰烧法、垫钵覆烧法，到支圈

组合式覆烧法，窑炉形制不断革新，多种装

烧方式先后应用，提高了烧制成功率，也丰

富了瓷器多样性。

高岭土的发现，推动制胎原料配方改

进，烧成温度高了、制品变形少了，开创了

烧造大件瓷器的时代；苏麻离青、回青等青

花料和氧化钴、氧化铜等着色料的妙用，催

生青花、釉里红、霁蓝等瓷器新品种，开创

世界彩瓷时代的新纪元……

八业三十六行、七十二道工序，在岁月

中传承流变；从泥土中脱胎、在窑火中淬

炼，盈盈欲碎却又无比坚韧，一步步铸就

“瓷业高峰”，成就中华瑰宝。

创新，是原动力，也是生命力。

景 德 镇 的 陶 瓷 发 展 史 ，就 是 一 部 创

新史。

唐朝时期，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邢窑

为代表的白瓷享誉天下，呈“南青北白”格

局。采青、白瓷之所长，烧制出莹缜如玉的

青白瓷，景德镇由此冠绝古今。

从制瓷技艺，到审美意趣，再到艺术品

格，景德镇瓷器传之后世的，除了器物之

美，更有凝结其中的价值追求。那是因时

而变、上下求索的坚忍执着，是开拓进取、

推陈出新的智慧勇气。

瓷器，如同中华文明的“微缩景观”，入

乎其内、出乎其外，从中更能理解：中华文

明的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

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在继承创新中

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中华文

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

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

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

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

在产业化大潮冲击下，以手工制瓷见

长的景德镇也有过阵痛。而今，由“陶瓷工

业重镇”到“文化创意之都”，“千年瓷都”蹚

出转型新路，深刻印证“创新才能把握时

代、引领时代”。

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老瓷厂变身创

意工坊，树起文化新地标；御窑博物馆，镇

馆之宝“素三彩鸭形香薰”被开发成网感十

足的“岁岁鸭”，圈粉无数；陶源谷瓷源境，

瑞牛文创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名，《车马出行

图》入瓷，典雅端庄……“千年瓷都”在新时

代发生神奇“窑变”。

这是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完整的制

瓷体系、自由的创作氛围，吸引匠人、创客、

艺术家在这里聚集，工艺、创意、设计在这

里碰撞……如今，由本地匠人和“景漂”们

创办的陶瓷企业、作坊和工作室约有 7000
家 ，人 才 磁 吸 力 铸 就 创 新 创 造 的 不 竭 能

量场。

这是手工艺与高科技的融合。3D 打

印、激光雕刻等新技术，助力陶瓷个性化、

定制化生产；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能版权

保护；航空陶瓷刀具大大提升切削效率，朝

着国产替代方向加速迈进……

从艺术陶瓷到日用陶瓷，从工业陶瓷

到先进陶瓷，从创意迭代、审美嬗变，到材

料革新、技术进步，景德镇陶瓷产业生机勃

发。2023 年全市陶瓷产业营收突破 860 亿

元，实现 3 年翻番。

从制造业到文创业，创新打开了陶瓷

的发展空间。

体验制瓷工艺、参与烧窑添柴，“我在

景德镇玩泥巴”成为新时尚；对博物馆、美

术馆、工艺馆、收藏馆等进行优化升级，“满

城瓷器千座馆”掀起“展馆热”……今天的

景德镇，活脱脱一本可触摸、可体验、可品

味的“陶瓷历史文化教科书”。

以文化赋能经济、以经济活络文化，景

德镇陶瓷文化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实现良

性互动，文化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优

势，也为文化发展注入旺盛的生命力。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只此青绿》的曼妙舞姿，再现如诗如

幻的无垠山河，这是传世名画与舞蹈艺术

的浪漫邂逅；“新中式”席卷大街小巷，传统

服饰绽放新彩，离不开古典元素与现代工

业的有机融合；凤冠冰箱贴、说唱俑雪糕的

“文创风”正劲，“为了一座馆，奔赴一座城”

的“文博热”火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

连接日益紧密……

今天，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

赓续中华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以更

加现代、更加开放、更加鲜活的面貌和姿

态，在回应时代命题中焕发新的活力。

面向未来，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就

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

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就要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

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

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

民，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

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我们的

文化绵延不绝，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从“千年瓷都”看文化传承发展

何   娟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

让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两翼齐飞”，是建

设科技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前不久，科

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 会 议 审 议 并 公 开 征 求 意 见 ，受 到 广 泛

关注。

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是提升国民

素质、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环节。然而，我

国科普事业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资金投入不

足、资源分配不均、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

影响了科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公民科学素

养的全面提升。科学技术普及法的修订，

标志着我国科普工作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将为我国科普事业发展提供更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前

提。修订草案着眼于科普事业发展中面临

的关键性挑战，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创新性

的制度设计与优化，明确科普工作的目标

和任务，更好发挥法治在科技强国建设中

的引领和保障作用。科普法治的完善，也

能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和实施科普

政策提供法律依据，规范科普工作的行为

和标准，提升科普活动的科学性、准确性和

有效性。

科普不是象牙塔里的工作，而是促进

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社会化的重要桥梁。一段时间以来，从视频平台

开网课、科技企业办社会实践基地，到科研工作者站到科普前台讲述创

新故事，科普领域的诸多创新实践，取得了良好实效和社会反响。在总

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科学技术普及法，有助于为更多人创造

近距离接触科学、理解科学的机会，更好培养青少年参与科学研究和科

技创新的兴趣爱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现深度融合。

科普事业关乎公众科学素养。科技是工具理性的产物，科技发挥

怎样的作用，取决于价值判断和具体实践。以法治为保障规范科普工

作内容和方式，不仅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科普事业的良好

氛围，而且可以引导公众正确理解科学、合理使用科技，有效防范和化

解因科技应用不当引发的各种风险挑战。

科普是做人的工作，需要汇聚更多人的力量。中国老科学技术工

作者协会推进“银龄行动”科技志愿服务，近年来已开展近 5 万场“大手

拉小手”科普活动，为科普工作注入更多专业性和权威性。修订草案不

仅明确了科普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且新增了“科普人员”一章。打造一

支更为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普工作人员队伍，将为传播科学知识提供坚

实支撑，拓展科普的深度和广度。

法治的完善，还可以为人才培养提供指引。修订草案明确了各类

教育机构的科普责任。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根据

社会需求和科普发展趋势，设置或完善与科普紧密相关的学科和专业，

必能为培养专业化的科普人才提供坚实支撑。

回顾历史，从具有近代意义的首批科普杂志《科学》于 1915 年创

刊，到延安《解放日报》在抗战烽火之中创办《科学园地》副刊；从新中国

成立后擘画“向科学技术进军”，到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深入人心……科普的发展实实在在推动了科技事业的长远进步。

以科普法治化为助力，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协同的大科普格局，

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技强国建设

一定会风雨无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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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瓷技艺，到审
美意趣，再到艺术品
格，景德镇瓷器传之后
世的，除了器物之美，
更有凝结其中的价值
追求

在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
华文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正以更加现代、更
加开放、更加鲜活的面
貌和姿态，在回应时代
命题中焕发新的活力

科学知识的普及
与传播，是提升国民素
质、促进社会进步的关
键环节。为更多人创造
近距离接触科学、理解
科学的机会，更好培养
青少年参与科学研究
和科技创新的兴趣爱
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实现深度融合

“无与伦比的表演，难以置信的多彩！”

今年 8 月，爱丁堡“重新发现昆曲国际艺术

节 ”开 幕 剧 目《白 蛇 传》收 获 海 外 观 众 好

评。“昆曲与风笛”快闪、全球青年昆曲连线

等活动也在艺术节期间开展。中国戏曲的

魅力，正在更广区域被更多人“重现发现”。

方寸舞台，包罗万象；中华戏韵，熏陶

渐染。传统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一

曲唱腔，一袭华服，一颦一笑，一招一式，演

绎世间百态，唱尽离合悲欢。我国戏曲历

史悠久，种类繁多，南腔北调，芳姿各异。

京剧雍容华贵，体现恢宏气派和深厚底蕴；

昆曲婉转清丽，透露浓浓的江南风情；粤剧

细腻柔美，尽显岭南文化的温婉精致；秦腔

粗犷豪放，“吼”出八百里秦川的苍茫厚重

……千百年岁月流转中，它们共同讲述着

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彰显着富有中华

民族特色的文化心理和艺术情趣。

熔诗歌、音乐、舞蹈、美术等于一炉，集

唱、念、做、打于一身，戏曲之美，非止其声，

亦在其形，更在其情。只有深入其中，才能

充分感受其艺术魅力。正如经典昆曲剧目

《牡 丹 亭》所 唱 ，“ 不 到 园 林 ，怎 知 春 色 如

许”，不近距离接触、感受传统戏曲，又怎能

识得其中滋味？而让更多人走近戏曲，离

不开新媒介、新表达、新创意。

老戏曲需要新传播。豫剧表演艺术家

李树建曾算过一笔账，他从事戏曲行业 40
余年，一年最多演出 100 场，一场戏按 2000
名观众算，到现在也不过近千万观众。而

他直播两个月就有 4000 万观众。“以新媒

介觅得新知音”，对此他深有感触。

近年来，戏曲屡次“出圈”，多与新媒介

的助力息息相关。一次线上直播，让环境

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的精彩片段在网上

“爆火”，吸引众多年轻观众走进剧场；短短

十几秒视频，因再现了桂剧演员“三跌四

出”“箱内换衣”等绝活，迅速登上社交平台

热搜榜……这些案例，为传统戏曲传承发

展带来新的启示。无论是短视频、直播平

台，还是在线教育网站等，不断拓宽戏曲的

传播渠道，才能让老戏曲觅得更多新知音。

老戏曲更需要新表达。从一桌两椅，

到现代声光电的运用，再到沉浸式舞台，戏

曲一直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今

天，传统戏曲想要赢得更多观众，尤须在

“新”字上做文章。在电影《满江红》中，铿

锵有力的豫剧唱腔配上酣畅淋漓的电子音

乐，与剧情无缝衔接，引发不少人对豫剧的

兴趣，进而去了解原版的传统唱段；新编昆

曲《浮生六记》将舞台设置在沧浪亭里，让

观众循着沧浪亭的复廊、花窗，沉浸式感受

缱绻江南，领略戏曲虚实相生、写意传神的

意境美……内容创新、形式更新，为传统戏

曲注入了新活力，让更多观众在感叹“原来

戏曲也可以这么好玩”的同时，进一步走近

戏曲、了解戏曲、喜爱戏曲。

老戏曲也能成为一种新资源，而要实

现这种资源的转化，则需要新思路、新创

意。有“戏曲之乡”美誉的山西长治市，近

年来通过“戏曲+旅游+文创+美食”等形

式，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举办“戏聚长

治·唱响盛世——非常梨园直播周”等活

动，展示独特文化魅力和城市形象，让越来

越多人“因一场演出爱上一座城”。传统戏

曲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得当，不仅

能丰富旅游业的文化内涵，还能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新动能。未来，深入挖掘

戏曲宝库，不断拓展新型戏曲文化业态，打

造“戏曲+”等新模式，将不断丰富文化消

费新场景，也将为传统戏曲传承发展找到

更多“破圈”新路径。

传统戏曲自诞生之初，就勤于拥抱新

事物、不断革新，并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

生活与喜怒哀乐，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民族精神。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用

好新媒介、做好新传播、尝试新表达，穿越

千年的传统戏曲，一定能在新时代的文化

大潮中，焕发更夺目的光彩。

让老戏曲觅得更多新知音
王玉琳

深入挖掘戏曲宝
库，不断拓展新型戏曲
文 化 业 态 ，打 造“ 戏
曲+”等新模式

前不久，我国首个百万千

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国家能

源集团山东垦利 100 万千瓦海

上光伏项目首批发电单元正式

并网，为海上光伏产业规模化

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相较于传统陆上或滩涂光伏项

目，这一项目所使用的光伏板

是双面的，不仅可以获取来自

上方的光能，还可以获取海面

反射的光，每块光伏板的发电

量增加 3% 左右。

这正是：

昂然立海上，

双面蓄能量。

绿电入万户，

发展势头旺。

徐   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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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山东招远市海上光

伏项目附近，养殖户正在作业，

与蓝天碧海共同构成一幅海上

生态画卷。

臧保东摄（影像中国）  

据媒体报道，在社区居民朱招娣的倡议和组织下，从 2009 年开始，

浙江杭州市长庆街道十五家园每年 11 月都会举办活动，邀请街坊邻里

一起吃顿饭。“第一年我记得只有三四桌。去年 7 桌，今年 8 桌。”朱招娣

说，虽然 15 年来很多邻居陆续搬走了，但一打电话通知，他们都说要回

来。“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 96 岁了，接到我电话的时候，一个劲地说‘要

来，一定要来’。”

小巷人家的邻里情，是不少人心中的美好回忆。这样的小巷聚会，

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显然不是一道道美食，而是美食背后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与情感。作为一种联结的纽带，小巷聚会促进了邻里之间的人际

交往与社会互动。

时光如梭，有些邻居的子女买了房，把老人接走了，搬去其他地方

居住。尽管如此，小巷聚会依然对大家颇具吸引力。已经搬走了也要

回来，老人坐轮椅也要来参加，到底为啥？这背后，是邻里之间浓浓的

人情味，以及互帮互助、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

社会流动的加速，让我们经常置身于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之中。

但比起“当了好几年的邻居，一年也说不上一句话”，人们往往更期待同

一个小区的居民成为一个情感相系的社区共同体，对小区充满归属感

与认同感。当邻居之间有更多交流交往，对小区充满感情，小区就不仅

仅是一个满足居住需求的空间，更是一个温暖的港湾。

有人认为，“有交往才有邻里，有参与才有幸福”，居民只有通过人

际交往、社会互动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来塑造社会关系、建构社会网

络，才能将社区凝聚成一个生活共同体。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

金不换。小巷聚会不仅打开了家门，也让更多人敞开了“心门”，既促进

了邻里互动，也激发了社区活力。更进一步说，拥有和睦、友善的邻里

关系，每个人都是建设者和受益者。一个有人情味和凝聚力的小区，会

让居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摘编自《浙江日报》，原题为《小巷聚会，邻里情慰人心》）  

邻里聚温情   治理润人心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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