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期间，安康中心城区的公共文化场所百花齐放，打造出底蕴深厚、趣味十足的“文化盛宴”。 对于广大学
生来说，到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里过假期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从“花式打卡”到“沉浸体验”

7 月 21 日，藏一角博物馆开展“青山添彩带，百鸟尽飞来”鸟类摄影沙龙暨青少年生态保护实践活动。 10 余
位鸟类摄影爱好者与 60 多名学生及家长在这里开展了一次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别开生面的科普教育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鸟类摄影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美丽灵动的图片、丰富有趣的资料，从“全球鸟类知多少”“鸟是人
类的良师益友”“鸟类生存状况堪忧”“保护鸟类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野外观鸟注意事项”等方面为孩子们普及了
鸟类的相关知识，传授了观鸟和鸟类保护的方法和理念。 一幅幅生动有趣的鸟类图片吸引了同学们驻足观看，他
们跟随摄影家的镜头，感受鸟儿的美丽与灵动，享受大自然带来的乐趣，更唤起了同学们保护鸟类、爱护自然的
意识。

如今，孩子们走进文化场馆，有了从花式打卡向深度学习转变的趋势。
从 2016 年就开始着手策划的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是安康博物馆一张闪亮的“名片”。 暑期夏令营共有四个

部分，分别是“小小讲解员”“小小考古家”“小小茶艺师”“小小陶艺师”。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周老师介绍说：“只要
我们一发布活动预告，后台立马就报满了。 ”

在“小小讲解员”活动中，孩子们学习体验家乡文化，通过礼仪培训、学习讲解词、了解家乡文化最终进入展
厅讲解。 以激发兴趣为主导，孩子们自主选择感兴趣部分，将馆内收藏的藏品与文化进行有机串联，在志愿者的
引导下感受展厅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

“小小考古家”活动以小小考古坊内博物馆自行设计的“探方”为依托，带领孩子们深度体验考古日常。 考古
地按照水平线划分了许多方方正正的探方，每个探方都有自己的坐标曲线，孩子们将挖到的“文物”出土位置通
过探方坐标记录下来。 通过沉浸式体验，解开考古的神秘面纱，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考古种子。

在“小小茶艺师”活动中，以感恩教育为核心，以创新为魂，特别邀请安康本地的少儿茶艺老师授课，课程的
第一节就是了解家乡茶。 将安康富硒茶融入活动之中，辅以时尚元素，打造一个轻松活泼的课堂，实现“学中悟、
悟中思、思中行，学思并举，知行合一”。 让孩子在自己动手的过程当中体会到茶文化，激发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
结业课上孩子们将自己调制的茶奉给父母，既是成果的展示也是感恩之心的体现。

在“小小陶艺师”活动中，以传统泥塑文化为背景，邀请非遗传承人授课讲解，融合现代技术，为孩子们的设
计提供多样选择。 馆内的模具、窑炉都能激发孩子的创作。

一位将孩子送来参加夏令营的家长说：“夏令营举办的活动能很好地将各种知识和馆方资源相融合，孩子们
可以边体验边学习知识。 孩子们还能从中获得很多乐趣，比走马观花地逛一遍博物馆收获要大。 ”

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

印刷术、造纸术、茶艺、泥塑、剪纸……走进安康博物馆，非遗体验厅、半景式非物质文化展厅无不体现出馆
内浓厚的非遗文化。

《家在秦巴汉水间———安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从安康的 4 个国家级非遗、47 个省级非遗、249 个市级非遗
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项目，通过多种手段、融合科学技术展示出安康不同地域间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依
托半景式非物质文化展厅，展现出安康特有的文化底蕴。

展厅以“家在秦巴汉水间”为主题，分为“秦岭人家、汉水风情、巴山样子”三个部分和非遗体验厅，成为安康
文化旅游网红打卡地和安康非遗推介的重要窗口。

缩小版的汉调二黄表演台、仿真版安康小厂子、石泉火狮子表演场景、镇坪农家吊罐腊肉场景……安康博物
馆综合利用实物图片、场景再现、半景绘画、艺术品制作及现代多媒体技术，将具有代表性的安康文化一比一还
原。 在这里游客可以实地体验安康文化，在风雨廊桥内休息、在表演台前观看汉调二黄、在镇坪农家体验别样风
情。

非遗体验厅内摆放着游客制作的各类作品，有福禄寿的剪纸、造型独特的泥塑、印满诗词的拓印等。 体验厅
会在假期不定期举行各类活动，巧手制香囊、端午小花束、石膏仕女俑彩绘、包粽子、打香篆……

在汉滨区文化馆和汉滨区非遗保护中心，“把根留住 我眼中的非遗” 非遗项目参观体验活动也吸引了不少
人参与。

在文化馆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汉滨区非遗陈列室，从了解每件非遗作品开始，逐步认识保护、传承
非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老师还向同学们介绍了安康道情皮影的来源、皮影制作方式，同学们积极参与“耍”皮
影，现场气氛热闹。 同学们纷纷表示，这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感受安康皮影的神奇。

在中国传统插花体验课上，插花老师介绍了中国传统插花的历史和发展以及花道精神，并现场示范如何插
制文人花。 听完老师的讲解，学生们拿起剪刀跃跃欲试，原本普通的花叶、枝条都变成了一件件清雅别致、赏心悦
目的插花艺术作品。

让假期留有余味

早上 8 时 30 分，距离开馆还有半小时，安康市图书馆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半个月内安康市图书馆的接待
量已超过 5 万人次，成为安康人暑期最“热”的打卡地之一。

据安康市图书馆馆员郭家芳介绍，今年暑期，市图书馆面向市民分别推出公益课堂 50 场、安图讲堂 10 场、
书院展播 20 余场。 并提供菜单式服务，供读者个性化选择参与。 市图书馆 2020 年改造提升后，读者坐席由原来
的 200 个增加到 500 个，越来越多的安康人参与了阅读，阅读成为了广大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在市图书馆看到，馆内全天提供空调冷气，开馆时间也比冬令时长 1 个小时。 除了本馆外，其他 7 个分
馆闭关时间最晚到 23 点。 为方便儿童读者阅读学习，图书馆专门购置了适合小朋友的书桌凳子，放置在 1 楼的
阅读区域。 同时，为了给读者提供更便捷的借书还书流程，图书馆还添加了移动还书箱和自助办证借还书机。 这
些设备都将长期为广大市民提供相关服务。

安康博物馆则是通过不断招纳志愿者，吸引青少年参与到日常活动中。 安康博物馆广泛招募了许多高校学
生，这些学生来自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医学院、西南音乐学院、海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 除此之外，安康博物馆
还积极引导中学生积极参与到博物馆的志愿服务中来，促进中学生对安康文化的了解。

“来博物馆当志愿者一方面可以传播家乡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回馈社会。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了解到家乡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民间艺术。 ”安康博物馆的志愿者这样说。

（王东黎、程浩南、李玲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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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给
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机遇与挑战。

创新，是破局开路的利器，点亮面向未来的
希望。 从中国空间站筑梦苍穹到国产大飞机翱
翔蓝天，从高铁飞驰神州大地到 5G 连通大江南
北……近年来， 中国一批批重大创新成果竞相
涌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正如
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
盖茨所说，中国加快创新发展，对中国有利、对
发展中国家有利、对世界有利。

激活创新体系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 自古以
来，科学技术就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从某
种意义上说， 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
量对比的变化， 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
运。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 先人们
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
华民族凭借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闻名
世界，在天文、医学、农学等多领域成就硕果累
累，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
的牛鼻子”“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 关键要靠科
技力量”， 围绕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奠基之举、
长远之策， 推动我国向着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
稳步迈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布《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的战
略目标， 明确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
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新时代中国的科技
创新步伐有力而稳健。

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显著优势， 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科技发
展。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 3 月发布的
一份报告说，中国目前在 44 项“关键技术”中的
37 项处于领先地位， 涉及太空探索、 机器人技
术、人工智能等领域。

今年 5 月最新发布的自然指数显示， 中国
作者在 2022 年对高质量自然科学研究做出了

最大贡献， 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论文份额首次
排名第一，超过美国。

此前在谈到中国科研之所以不断取得进展
的原因时，英国《自然》杂志总编辑玛格达莱娜·
斯基珀表示，中国对科研的长期持续投入、积极
参与国际合作和大力发展教育等是重要因素。

培育创新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
新是第一动力，而人才是第一资源。 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关键，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
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

从劳动力要素看，中国有 8.8 亿劳动年龄人
口，人口平均年龄达 38.8 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口达 2.4 亿。 2021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提高到 10.9 年， 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
首位，中国人力资源的新优势正在显现。

2022 年，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进步法》提出，国家加快战略人才力量建
设，优化科学技术人才队伍结构，完善战略科学
家、科技领军人才等创新人才和团队的培养、发
现、引进、使用和评价机制。

数据显示 ，2021 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为
572 万人年 （人数同工作年数乘积的总和），是
2012 年的 1.8 倍，稳居世界第一，每万名就业人
员中研发人员数由 2012 年的 43 人年提高到 77
人年。 中国内地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从
2014 年的 111 人次增长到 2022 年的 1169 人
次。

培育创新沃土

中国载人登月火箭主力发动机单台试车时
长创新纪录，“中国天眼”FAST 探测到纳赫兹引
力波存在的关键性证据，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
福建舰下水……创新驱动下， 一系列 “大国重
器”惊艳亮相，多项超级工程稳步推进。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2 年全球创
新指数》显示，中国从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至
第 11 位。 《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报告也显示，
2021 年中国有效专利数量排名全球第一。 美国
彭博社发表评论说， 中国近十年来一直专注于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更高质量的增
长， 这些高技术领域正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更
高的价值。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傅晓岚表示，开放的国
家创新体系使中国走出了有特色的创新之路，
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也为
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过去十年，中国在很多创
新行业和领域实现了突破， 人工智能、 航天技
术、 深海探索和新能源科技都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助力非洲实现粮食自
足， 中企承建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为当地人
民生活铺就幸福路……科学跨越国界， 中国正
与世界共享科技创新。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中国作
为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
展关键靠创新，根本靠创新。 面向未来，中国将
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 沿着创新驱动的大道不
断进发， 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留下鲜明的中国印
记。

中国何以成为创新大国
新华社记者 张晓茹

家门口的文化大餐，
让暑假更有

记者 陈楚珺 实习生 梁荣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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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汉滨区文化馆开展中国传统插花体验课。
③在藏一角博物馆举办的科普教育实践活

动中，鸟类摄影师为孩子们普及鸟类相关知识。
④家长带领孩子在安康博物馆收集打卡印章。
⑤孩子们参与安康博物馆举办的“小小讲解

员”活动。
⑥市图书馆举办文史趣味课堂。

实实习习生生 梁梁荣荣煜煜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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