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一座城 ， 从博物馆开
始。 5月18日是第48个 “国际博
物馆日 ” ， 今年的博物馆日以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 为
主题， 集中展示我国博物馆事业
发展的最新成果， 进一步搭建博
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近一年
来，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游客走进
博物馆 ， 各地博物馆持续 “上

新 ” ， 展现博物馆丰富多彩的
“看头”， 让人们在看中学、 看中
品、 看中玩、 看中享。 （5月18
日 《工人日报》）

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保存
者 ， 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教育
者。 近一年来， 我国各地博物馆
的种种创新举措， 无疑为这一理
念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得更多人
能够亲近博物馆， 爱上博物馆。

博物馆作为历史的见证者，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人类的
记忆。 然而， 如何让这些宝贵的
资源 “活” 起来， 走进寻常百姓
家， 一直是博物馆面临的挑战。
新开放的博物馆如殷墟博物馆新
馆、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等， 不仅
展示了最新的文物保护和修复成
果 ， 更通过数字技术的巧妙运

用 ， 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体
验， 让人们仿佛穿越时空， 与历
史对话。

“云赏” 平台的推出， 则是
博物馆与时俱进的又一力证。 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 人们的信息获
取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博物馆通过开发小程序、 建立三
维文物展示平台， 不仅缓解了线
下参观的压力， 也让更多人能够
随时随地欣赏和学习。 例如， 三
星堆博物馆小程序， 就让古蜀文
化的魅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 触
达了更广泛的受众。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博物馆
在研学教育方面的探索。 它们不
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殿堂， 而是
变成了孩子们的 “第二课堂 ”。
在这里， 孩子们可以亲手触摸历

史， 通过研学课程和活动， 将课
本上的知识转化为直观、 生动的
体验。 河南博物院的 《博物馆里
“趣” 寻宝》 课程就是一个生动
的例子， 它让孩子们在寻宝的过
程中， 不仅锻炼了观察和思考能
力， 更重要的是， 培养了他们对
历史的兴趣和敬畏。

这些创新的做法， 无疑拉近
了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 ， 使得
博物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文化
符号 ， 而是变成了人们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 从线下到线上， 从
成人到孩子， 博物馆正在用其独
有的方式 ， 点亮我们的文化生
活。

然而， 要让更多人爱上博物
馆，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需
要更多的创新思维和手段， 来持

续推动博物馆的现代化转型。 这
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 更是
理念上的转变。 博物馆不应该仅
仅是历史的守护者， 更应该是文
化的传播者和创新者。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
看到更多的博物馆放下身段， 走
出传统， 拥抱创新。 通过丰富多
彩的展览 、 寓教于乐的研学活
动 ， 以及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
务， 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历史的长
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感受到文
化的力量。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让我
们共同努力， 让更多人爱上博物
馆， 让文化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
生根发芽。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
重， 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唐山客：近日，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邻里间的隐
私权纠纷案， 判决住户李先生拆
除安装在自家门上的电子猫眼。
法官表示， 在入户门处安装带有
录音、录像功能的电子设备前，一
定要征求邻居的意见， 否则不仅
容易产生邻里纠纷， 还会在法律
上构成侵权。安装家用电子猫眼，
不得侵犯他人隐私。 相关部门应
以问题为导向，加强普法宣传，教
育引导民众在安装使用家用摄像
产品时守住法律边界。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如何守护 “舌
尖上的安全”， 让老百姓吃得健康、 吃得放心？
福建给出的答案是： 食用农产品 “一品一码”
全过程追溯， 让食品安全看得见。 记者在福建
“一品一码” 建设示范店———福州永辉超市华
林店看到， 肉蛋果蔬等多种食品价牌上印上了
二维码， 消费者拿出手机扫一扫， 商品产地、
供应商、 质检报告等信息一目了然。 （5月18
日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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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
灵魂，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
桥梁。 让我们共同努力，让
更多人爱上博物馆，让文化
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
发芽。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
重，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集体生日会温暖户外劳动者

“我选择的是OH卡心理课
和形体美学课程， 我希望能在心
理课上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 认
识一些同频的朋友， 也希望通过
形体美学课改善自己的体态 。”
刚刚入职的00后职工张诗义告诉
记者。 （5月19日 《包头日报》）

据报道， 包头市总工会推出
的 “惠” 职工课堂， 共开设包括
文化艺术类、 技能学习类、 运动
健康类、 音乐舞蹈类、 生活熏陶
类、 职业发展类等六大类在内的
十多项课程 ， 读书会 、 戏剧表
演、 书法、 花艺、 茶艺、 香道、
OH卡心理、 手机摄影、 中医养
生、 舞蹈、 乐器、 模特、 声乐、

瑜伽、 柔术、 女子防身术等课程
均可随心选择， 这些课程点亮了
包头职工的 “夜生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职工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 对
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迫
切， “白天上班， 晚上学艺” 成
了不少职工的生活方式。 包头市
总工会因势利导 ， 创新推出的
“惠” 职工课堂， 为职工提供丰
富的 “精神食粮”， 既满足了职
工多样化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
构建了文明高雅的社会文化氛
围 ， 提升了职工幸福感和获得
感 ， 又能帮助职工提升才艺技
能， 培养广大职工的学习习惯和

终身学习的理念， 让职工在工作
之余缓解工作压力， 找到自我发
展的空间。

笔者期待， 能有更多的公益

课堂惠及职工， 最大限度满足职
工多样化、 个性化需求， 为广大
职工的生活添色增彩。

□刘予涵

向秋： 旅游业是事关国计民
生的重要行业， 发展旅游业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新
时代新征程， 要推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 坚定走稳走好独具特色
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 我国是旅
游消费大国，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旅游业潜力无限、大有可为。要坚
持守正创新、 提质增效、 融合发
展， 充分发挥文旅消费的综合效
益， 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人民生活改善的“双向奔赴”。

“一品一码”

安装家用电子猫眼
不得侵犯他人隐私

要让更多人爱上博物馆

“作为 ‘新湾人’， 今天大
家一起过集体生日， 有说有笑，
放松心情， 气氛很好， 很感谢大
亚湾区总工会！” 5月10日下午，
广东惠州大亚湾区总工会在职工
服务中心举办户外劳动者集体生
日会 ， 5月份过生日的快递员 、
网约车司机、 外卖员、 环卫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 一起过了一个开
心的集体生日。 （5月17日 《南
方工报》）

大亚湾区总工会组织的户外
劳动者集体生日会， 不是召集大

家坐在一起吃一顿饭、 分享几个
蛋糕完事。 生日会上， 劳动者畅
谈工作和生活， 相互交流经验和
感受； 工会工作者与劳动者深入
交流 ， 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状
态； 邀请心理咨询老师与大家互
动， 帮助大家释放心理压力———
生日会使然变成了温馨的分享
会、 座谈会及减压会， 让人心底
油然生发暖意。

集体生日会很有意义 。 首
先， 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到自己并
不孤单， 而是 “有人惦记”。 其

二 ， 过生日职工得到放松的同
时， 同事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祝福
增进了友谊。 其三， 对那些亲人
不在身边的外地职工而言， 集体
生日会显得更为珍贵， 他们会更
由衷地感激 “娘家人” 的细心和
温暖。

在笔者看来， 集体生日会是
工会送给户外劳动者的一份珍贵
礼物， 而户外劳动者的回报至少
有两点： 工作干劲进一步提升；
对工会的信任感进一步增强。

□余清明

“惠”职工课堂为职工生活添色增彩

全力推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

记者15日从农业农村部在
陕西省咸阳市举办的全国乡村
人才工作会议上获悉： 全国农
业农村系统着力壮大乡村人才
队伍， 形成了40多万人的农业
科研队伍 ； 3.6万名 “头雁 ”
领飞、 620多万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跟进， 打造乡村产业发展
“雁阵”， 累计培育900多万名
高素质农民， 为农业农村发展
持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提供
有力支撑。 （5月17日 《人民
日报》）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 是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 今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
支持计划， 加大乡村本土人才
培养， 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
技术人才下乡服务， 全面提高
农民综合素质。 坚定不移培养
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加快
培育高素质农民， 既是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的需要， 也是实现
农业强国梦的关键。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助
力建设农业强国。 各级党政部
门要围绕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大力实施
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 以服务
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 品牌强
农，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导
向，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核心，以
提升培育质量效能为关键 ，根
据乡村振兴各类型人才需要，
创新培育模式和路径， 大力开
展农民教育培训， 灵活开展科
技普及和实用技术培训， 积极
做好教育培训支撑保障， 全面
提升农民队伍素质。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根基， 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
夯实国家安全基础， 都离不开
农业发展， 更离不开高素质农
民。 要大力实施农民素质素养
提升工程， 全面提高农民综合
素质， 打造一支有文化、 懂技
术 、 善经营 、 会管理的 “头
雁 ” 队伍 ， 激发更多 “新农
人” 投身乡村全面振兴， 高质
量助推农业强国建设。

□潘铎印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
助力建设农业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