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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7月 19日电（双瑞
王真）由河南省文物局和郑州大学

共建的黄河考古研究院 18 日在郑

州成立。该研究院将围绕史前重要

遗址材料，推进中华文明根系和起

源研究，探索早期国家起源以及古

代社会治理体系研究等。

在黄河考古研究院成立仪式暨

“黄河考古·中原地区早期文明论

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黄河考古研究院院长刘庆柱表示，

讲好黄河故事，有助于阐释国家认

同，也是考古学的担当所在。

目前，黄河考古研究院发布了

夏文化研究、中原地区古代社会文

明化进程研究、黄河流域城市考古

与保护、中华文明根系研究、隋唐

大运河考古发掘与研究等多个项

目。通过重大研究和成果培育，有

望不断丰富黄河文化内涵和特质

研究。

据介绍，黄河考古研究院依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运行，同时

作为郑州大学学术组织体系的一部

分，纳入郑州大学中原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体系进行管理。这种合作机

制有利于推动成果产出、人才培养

和社会服务的一体化。

新华社武汉 7 月 18
日电（记者 喻珮）18 日下

午，由湖北峡州国际旅行

社组织的疫后出省游首

发 团 一 行 6 人 ，乘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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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这标志着湖北跨省

组团游正式“重启”。从即

日起，湖北省旅行社及在

线旅游企业可恢复经营

跨省（市、区）团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业务，旅游

景区接待游客量由不得

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

上调至 50%，并开放旅游

景区室内场所。

根据湖北省文化和

旅游厅发布的《关于推进

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

有关事项的通知》，全省

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应当按照属地原则，把

疫情防控摆在首位，结合

团队旅游涉及范围广、流

动性大、链条长等特点，

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及

时动态调整。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

恢复。

通知要求，全省旅行社采取加强

风险研判、控制组团规模、配备防护

用品等措施，提倡小规模旅游团队，

分时段、分批次、分区域开展旅游活

动。旅行社应当预先掌握旅游目的地

和客源地卫生健康部门、定点医疗机

构等联系方式。旅游团队中一旦出现

确诊病例，旅行社要立即落实应急处

置预案，配合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患

者隔离、密切接触者追踪等工作，妥

善处理善后事宜。

近年来，综艺节目热度不减。打

开电视或视频网站，既有连播几季

的常青综艺，也有层出不穷的新节

目。文化、音乐、演技、辩论、旅游、

竞技、美食……一档档综艺节目带

着观众领略各地风土人情，体味文

化深沉力量，感受思想火花碰撞，潜

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生活方式和价

值理念。

不过，伴随综艺节目进入精品

化发展阶段，打造一档“爆款”综艺

越来越难：“综 N 代”常陷入“吃老

本”争议，许多新节目难以激起水

花，原创力不足、同质化凸显等问题

制约综艺发展。为此，一批综艺节目

积极谋求创新与突破。其中，《向往

的 生 活》第 四 季 以“ 综 艺 + 助 农 直

播”模式，发挥文艺介入社会生活功

能，拓展了综艺节目题材领域和价

值空间。

在《向往的生活》第四季录制地

云南西双版纳，节目组与嘉宾通过

实地走访了解到，一些小企业和农

户受各种因素影响，经营受阻。节目

组决定帮助农户解决实际困难，并

迅速制订帮扶计划，以直播的形式

为果农和商户解决销售问题。直播

累计售出滞销农产品近 20 万份，销

售额达 500 余万元，惠及西双版纳

195 个村庄的 1750 户村民。《向往的

生活》首次将线上直播销售模式搬

上综艺节目，实实在在地解决当地

农产品滞销问题。

节目在短时间内取得突出的帮

扶成果，既有赖于节目日积月累的

影响力，又因为助农事业本身深入

人心，二者叠加产生“加乘”效应。

作为“慢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

在第四季中带领嘉宾体验归园田居

生活，传递“自力更生”“劳有所得”

的中华传统美德，流露的质朴自然

生活气息令人向往。

观众的喜爱成就节目的热度，

如何让热度不只是一时热闹，而能

释放出更长久、深远的价值，是综

艺节目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考虑

的问题。这既源于创作团队回馈观

众、回馈社会的文化责任感，也是

综艺自身发展的需要。与更广阔的

大地、更广大的受众建立连接，是

综艺节目开拓价值空间的有效路

径。当节目不只呈现出一种“令人

向往的生活”，而是努力“让别人过

上向往的生活”，节目的意义就不

再仅仅是给观众提供茶余饭后的

消遣，而是以实际行动参与时代生

活，带着观众一起为脱贫攻坚添砖

加瓦。

今 年 是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之

年。继《向往的生活》之后，《极限挑

战》等综艺节目也为助农扶贫贡献

力量，让“有意思”与“有意义”更好

地结合。依托自身特色和优势，借助

新兴技术手段，综艺节目可以释放

出更大社会价值。期待更多综艺节

目紧随时代潮流、植根优秀文化、激

发内生动力，更好地担负起价值引

领的文化使命，为观众提供优质精

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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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

博物馆，观看特色十足的展览，已经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种生活方

式。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

《2019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

报》。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博物馆

共接待观众 114732 万人次，比上年

增长了9.9%。

为什么博物馆一年能吸引“10

亿+”人次前来参观？它在丰富人们

公共文化生活中又扮演了什么角

色？“博物馆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的终极目的，是点燃观众的情感，激

起共鸣，培育同理心。”复旦大学博

物馆馆长、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

授郑奕在接受采访时说。

免费开放
贴近百姓日常生活

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博物馆都

已实现免费开放。2019年，中央财政

继续支持包括博物馆在内的“三馆

一站”等公共文化场所免费向公众

开放，人们走进博物馆看展的门槛

已降至“0元”。

对于博物馆免费开放，郑奕也

有自己的看法。“希望通过更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让大家逐步养成参观、

使用博物馆的习惯，喜欢并热爱博

物馆。如果有可能，日后再以各种方

式‘反哺’博物馆。”郑奕说。

博物馆免费开放，迎来越来越

多的游客，并在与观众日常观展的

磨合中改进服务，不少博物馆在常

设展之外还努力探索引进特设展，

为观众带来数量众多、文化多元的

展览，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多样性

的需求。

潘 小 培 是 博 物 馆 的 忠 实“ 粉

丝”。作为与博物馆共同成长的一

代，潘小培认为博物馆为她提供了

看待社会与世界的另一个视角。

“每个人的观点和立场都是不一

样的，通过看那些在艺术上很有造诣

或在某一领域更胜一筹的大师展览，

会发现更多生活中的小美好。展览一

般都有主题，观看不同主题的展览会

有不同的收获，这对于我们开拓眼

界、了解艺术等具有重要意义。”

“千馆千面”
专业策展各具特色

今年 5 月，中国博物馆协会等

主办并组织评选的“2019 年度全国

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

获奖项目展陈门类多样，既有关于

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展览，也有关

注传媒行业发展历程的展览，还有

主打“画屏”这种中国传统美术艺

术的展览。

近年来，内容丰富多彩的精品

展览越来越多，专业的策划和多样

的展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

进博物馆，苏女士便是其中之一。

苏女士喜欢各种主题展览，尤

其偏爱与唐代相关的展览。这几年

来，博物馆几乎成了她去各地旅游

“必打卡”的地方之一，在她看来，

这是她“快速了解当地人文历史的

方式”。

“ 一 个 博 物 馆 就 是 一 所 大 学

校”。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化的“存

储器”，也参与构建着新的历史文

化。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抗

击疫情纪实展，以主题展览的形式

将公共事件转变成了公共记忆的

一部分。

博物馆历来都是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的重要场所之一。在郑奕看来，

近年来博物馆不断努力提升可达性

和可及性，让每个进入博物馆的观

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博物

馆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终极目

的，是点燃观众的情感，激起共鸣，

培育同理心。”郑奕说。

技术赋能
足不出户“云端”看展

把博物馆搬上“云端”、将藏品

数字化，是近年来各地博物馆发展

的趋势。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加速了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

网络看展逐渐从辅助方式转变为常

态化活动，“云端”成为博物馆提供

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战场”。

4月5日，闭馆70多天的故宫博

物院迎来 2020 年首次直播。一时

间，全国各地的网友涌入直播平台，

观看春日故宫盛景。

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博物馆

打造了“流动的博物馆”，借助展板、

宣传册、现场体验等形式，打破地理

空间的束缚，让历史文化“流动”起

来，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里满足人

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

如今，全景制作、虚拟现实、5G

直播等数字技术在博物馆中的运

用，为无法到达现场的群众提供了

观展的便利。在郑奕看来，博物馆在

数字化方面的努力，最大的贡献在

于“让博物馆有机会为每个人提供

教育和文化服务”。

近年来，使用博物馆网站、通过

信件或邮购方式购买博物馆文创及

周边商品的观众和游客大幅增长。

“这一方面反映了博物馆网络市场

规模巨大、潜力无限；另一方面也倒

逼博物馆在数字化的道路上夯实硬

件和软件的双重建设，这也是未来

博物馆完善、提升服务的重点之

一。”郑奕说。

免费开放，让更多人得以进入

博物馆参观，共享公共文化服务发

展成果；独具特色的专业策展，满

足了人们不同的文化需求；技术赋

能，让积淀历史的文物“活”起来，

“云展览”让观展不再受时间和空

间的掣肘……

“希望博物馆能通过物联网、AI

（人工智能）、AR（增强现实）、VR

（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运用，把科

技和人文更好地结合起来，让更多

的人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爱

观展的潘先生憧憬着，博物馆未来

能够提供更加便捷、专业化、个性化

的服务。 （人民网 孟丽媛 刘喆）

有一道家常菜，因为有了家乡

的味道，每每想起来，一种温馨的感

觉就会涌上心头；每回吃上它，一股

带着乡情的暖流就会涌遍全身。

这道菜，叫做敲滑肉。在家乡的

酒席上，都少不了敲滑肉的踪影。记

得少时在家，无论谁家办席，我最巴

望的就是这碗敲滑肉。过去的宴席，

摆不上大鱼大肉，敲滑肉算是主菜

了，当然被置于桌子中央。客人们吃

起来，也是风卷残云，只听见汤匙撞

击得叮叮当当响。现在，它当然只能

算得上餐桌上一道不显眼的家常菜

了。可这道菜一上桌，不管是爱素的

还是喜荤的，好淡的还是喜浓的，大

家都是胃口大开。

敲滑肉的做法并不难，用料只

需瘦肉和番薯粉即可。猪肉选用精

肉，猪脊肉就算是上好的料了。将

精肉切成薄薄的片，沾上适量的番

薯粉，在砧板上也撒些番薯粉，然

后用擀面杖轻轻地敲打，敲打完一

面后再翻过来继续敲打，一边敲打

一边撒些番薯粉。如此反复几次，

直至肉片呈薄饼状，再将它平摊在

米筛上备用。

办喜席时，做敲滑肉的场面可

是一道壮观的风景。三四张方桌边

上站着十多个妇女，她们一手握擀

面杖一手翻动肉片，一边敲敲打打

一边说说笑笑，动作娴熟，节奏感

强，让人感受到气氛的热烈和喜

庆。再看看那被敲打成薄薄的、圆

圆的肉片，就像一朵朵素雅的花

儿，仿佛看上一眼就能感受到它的

鲜美。

经过反复敲打的肉片筋络都

被敲断，再加上融入了番薯淀粉，

因而变得非常松软。在入锅前，先

做好汤料——汤里放入笋丁、香菇

丁等。等汤沸腾后将敲滑肉下锅，

然后倒入调好的番薯粉芡汁，搅拌

均匀之后起锅，撒上香葱、香菜等

就成了。

当一碗碗敲滑肉端上桌时，顿

时就有一股诱人的肉香飘散开来。

那状似琼脂、色如琥珀的敲滑肉，

盛在洁白的餐具里，油润滑爽，勾

人食欲。用勺子舀一片送进嘴里，

只觉肥而不腻，鲜嫩可口，味美肉

香，让人齿颊留香。而那油光滑亮

的浓浓鲜汤滑入口中时，立刻就有

一股热烘烘的暖流涌进胸膛，让人

舒泰，余味无穷。

家乡的敲滑肉，是一朵盛开在

各家各户灶头上的不败之花。一双

双灵巧的手，敲敲打打，打打敲敲，

将日子敲打得活色生香、热热闹

闹、温暖幸福。

年接待观众“10亿+”，
博物馆缘何成为“网红打卡地”？

综艺节目应开拓价值空间
张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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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考古研究院成立 立足中华文明根系研究

西北大学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日前，西北大学与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全面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西北

大学太白校区举行。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马

健教授指出，此次签约是陕西省在统

筹全省文博行业优势力量，创新管理

机制，弘扬、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大格

局，加快建设人文交流基地的重要举

措；是发挥陕西省作为全国文物大省

使命与担当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西

北大学考古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的重要举措。

据悉，双方将在陕西省文物局和

西北大学的统一领导下，创新合作模

式，深化学研融合，积极探索有效整

合优势资源的新途径。

加快学科建设，深化社会服务。

联合打造“陕西省公共考古服务平

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工地作

为西北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将 合 作 开 展 系 列 公 共 考 古 活 动 。

（《光明日报》张哲浩 杨永林）

长篇小说《守藏》
讲述故宫国宝南迁之旅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 史
竞男）“13427箱文物，跨越两万里、14

年光阴、一场战争，无一损毁……”2020

年是紫禁城建成 600年，人民文学出

版社推出作家玄色最新修订的长篇小

说《守藏》，再现故宫文物南迁之旅。

据介绍，1933年至 1947年，故宫

博物院为躲避日军战火，进行了一场

浩大的文物南迁：13427 箱文物分 5

批运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又分南、

中、北三路辗转西迁，水陆交通并用，

分别在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和峨眉山

“避难”达七八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

后才陆续集中到重庆，1947 年“回

迁”南京。小说以此为背景，讲述了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接

到指令，将文物“南迁”，一群身份各

异的“守藏吏”护送国宝专列的故事。

《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萧寒在

序言中写道：“故宫数以万计的国宝

从来都不是安然无恙地躺在展馆中

的，国难当头时，它们经历过一次跌

宕起伏的冒险……故宫文物南迁是

故宫博物院乃至中华文化历史上永

远值得追忆、回味的一页，从过去到

现在，从大漠敦煌到故宫深墙，从民

间小巷到热血战场，中华文化的守护

者们永远都在发着或许微弱却始终

灿烂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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