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年3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 黄祎鸣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综合新闻

早上8点半，张志佳走出家门，作为赤峰博物馆
的志愿者，他将前往博物馆为观众讲解红山文化的
故事。

几乎同一时间，赤峰学院文物学专业研究生李嘉
伟也走出寝室，他要去图书馆为下一次的考古实习查
找资料。

而在赤峰文旅集团松山斋文创公司，负责人郭磊
已经和同事们开始热烈的讨论，为正在设计的红山文
化冰箱贴完善细节。

三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都在为一件事奉献
着热爱与专注，那就是红山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
古学文化，发端于距今6500年前后，大约在距今5800
年进入古国文明阶段。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
的西辽河流域，内蒙古赤峰市境内已发现700多处红
山文化遗址。

“我的家乡赤峰市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命
名地。”张志佳说。在赤峰市东北郊，有一座名叫乌兰
哈达的红色山峰，乌兰哈达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山”，
赤峰这座城市因此得名，红山文化也因此得名。

张志佳从小就喜欢去博物馆看红山文化的玉龙、
玉鸮、玉蚕等各类玉器。“有的玉器上有用牛皮绳磨制
时留下的轻微痕迹，使我联想到红山先民制作玉器时
的场景，真有种触摸到历史的感觉。”

触摸历史的感觉令张志佳着迷，他也希望更多青
少年能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收获知识与快乐，于是报
名成为赤峰博物馆的志愿者。“志愿者是讲述者，也是
学习者。”张志佳说，“最近常有观众问去年新出土的
玉龙的情况，红山文物在‘上新’，我们的知识也要不
断‘上新’。”

玉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代表。2024年，红山
玉龙“家族”又增添新成员，考古人员在赤峰市敖汉旗
下洼镇元宝山积石冢发现一件长15.8厘米、宽9.5厘
米、厚3厘米的玉龙，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体量最
大的一件玉龙。

这件新出土的红山玉龙，不仅成为专题展览、学
术讲座的“明星”，也为文创设计者提供了灵感。郭磊
参与红山文化文创产品研发已有4年时间，他和同事
先后推出以红山女神像、勾云纹玉佩等红山文物为原
型的文创产品，最近正计划推出新的文创冰箱贴。

“我们设计的文创产品，不仅要颜值高，也要细节
好、底蕴足，希望能成为游客了解红山文化的小小一
扇窗。”郭磊说。

李嘉伟也希望未来通过参与考古工作，挖掘出更
多红山文化的文明密码。“考古是与古人对话的一种
方式，每一件玉器、每一块陶片，都可能蕴含着先民的
故事。”李嘉伟说，“未来想将更多红山文化的故事讲
给大家听。”

红山文化如灿烂的星辰，划过历史的天空，如今
也依旧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在赤峰，参加红山文化
主题研学，欣赏交响乐《红山曙光》、舞台剧《万古红
山》，品尝一桌文化味与烟火味兼具的“红山宴”……
红山文化正从文化概念发展成文化体验，以新的方式
实现保护和利用。

“我们发掘研究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
文化赋能产业发展。”赤峰市副市长张国华说，“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做好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
让红山文化在现代赤峰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民众心
里升腾的自豪与热爱。”

（新华社魏婧宇哈丽娜）

近年来，河南省唐河县深植“传承雷锋精
神 勇做时代先锋”的核心理念，精心构筑起一
个以“高位部署、创新实践、典型引领、长效建
设”为支柱的多维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学雷
锋活动。数据显示，唐河县注册的志愿者人数
已突破14万大关，成功组建起200支专业化的
志愿服务团队，实现了乡村社区志愿服务98%
的高覆盖率。

高位推动，构筑实践体系

在高位推动下，唐河县吹响了学雷锋“集
结号”。县委宣传部印发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推
动周活动实施方案》，建立“1+4+N”工作机制：
即1个总体方案统领，县乡村三级联动、媒体矩
阵传播、典型示范引领、长效保障机制四大支
撑体系，以及N个特色志愿服务项目。3月3日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启动仪式上，
该县正式宣布实施“十百千万”工程——创建
十个示范社区、培育百支专业队伍、开展千场
主题活动、动员万人参与服务。

至此，唐河县创新构建了线上依托、线下
组织、实践开展“三维传播矩阵”，有效实现了

“理论宣讲入脑、实践养成入心”的双向赋能。

创新实践，激活全域参与

在精心部署的基础上，唐河县通过创新形
式、丰富载体，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实践格局。

在学校，教育阵地筑牢根基。全县137所
中小学开展“六个一”主题教育。唐河六小五
年级学生李萌在实践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帮
保洁阿姨整理了图书角，看到她欣慰的笑容，
真正理解了助人为乐的含义。”在社区，服务
模式提质增效。唐河县建立“群众点单—中心
派单—队伍接单—群众评单”的服务闭环机
制。县人民医院“雷锋医疗队”创新“1+1+N”
服务模式，累计开展义诊 43 场，惠及群众
6200余人。在乡村，志愿服务赋能振兴。农业
科技志愿服务队推行“田间课堂+科技特派
员”制度。黑龙镇党员干部开展的“绿色振兴

行动”，既完成2000棵生态林种植，又培育出
3家苗木合作社，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双赢。

典型引领，塑造精神标杆

榜样力量胜过千言万语，唐河县着力构建
“三级典型培育体系”。

在全国层面，“中国好人”林素琴持续15年
爱心助学，创新“代理妈妈+成长档案”帮扶模
式，其资助的27名大学生中已有3人反哺家乡
建立爱心基金。在地方层面，南阳市助人为乐
道德模范毛俊友，带领志愿者走过12年的爱心
公益路，带动全县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人数三
年增长300%。在行业层面，县中医院吴朝阳医
师坚持“移动诊室”下乡，累计诊疗患者超
4000人次，带动形成23支乡村医疗小分队。此
外，唐河县退役军人学雷锋志愿服务联合会创
新“五心服务法”，在泗洲街道综合养老中心建
立常态化服务机制，赢得辖区群众的一致
好评。

长效建设，筑牢文明根基

为推动“学雷锋 我行动”文明实践活动常
态化，唐河县构建了“三个融合”的长效机制。

与文明实践融合。建成1个县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25个乡镇（街道）文明实践所、
528个文明实践站的三级阵地，开发“文明积
分”管理系统，居民参与服务可兑换68项生活
权益。与城市治理融合。在主要街道设置35个

“雷锋岗”，创新“五包三管”街长制，推动市容
问题整改率提升至92%。与数字转型融合。开
发“唐河志愿云”平台，实现需求发布、服务对
接、时长认证、积分兑换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从精心部署到创新实践，从典型示范到机
制建设，唐河县用系统思维将学雷锋活动转化
为社会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14万志愿者成为
流动的文明旗帜，200支服务队织就温暖的民
生网络。这座豫西南县城正以“雷”厉“锋”行的
姿态，书写着新时代雷锋精神的鲜活注脚。

红山文化“上新”保护利用持续创新

本报讯（杨潭平）3月 5日上午，第62个
学雷锋纪念日，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园艺
镇“学雷锋、树新风、践行动”主题活动启动
仪式在园艺镇静宁社区举行。活动现场，园
艺镇9支志愿服务队共计200余名志愿者
身着红色马甲，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整齐集结在一起，“志愿红”散发着耀眼的
光芒。

启动仪式上，年轻干部代表以情景朗诵
《雷锋颂》再现雷锋故事，并邀请观众分享身
边好人好事，现场互动激发情感共鸣。镇组
织委员宣读《学雷锋倡议书》，全体人员举手
宣誓践行志愿服务精神。最后，镇领导为9
支志愿服务队授旗，全面掀起学雷锋志愿服
务热潮。

启动仪式结束后，园艺镇学雷锋志愿服

务月活动全面铺开，9支“红马甲”队伍穿梭
于社区楼院、田间地头，以“老中少”精准服
务为轴线，织密全龄服务网络。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期间，园艺镇将
不断深化“老中少”分层服务机制，形成“全
龄参与、全域覆盖”的志愿服务新格局，让“志
愿红”成为街头巷尾最亮底色、雷锋精神在基
层治理中焕发持久活力。

本报讯（北文）为大力传承弘扬雷锋精
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把握雷锋精
神的时代内涵，让学雷锋常态化融入文明实
践，切实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明夜话2025”“学
雷锋·文明实践在行动”主题活动，在天津市
河北区钟书阁书店开展。

本次活动围绕雷锋精神·穿越时空、雷锋
精神·薪火相传、雷锋精神·历久弥新三个篇
章，以视频和图片“双直播”的形式进行，吸
引更多市民重温雷锋故事、感悟雷锋精神。

一首来自河北区实验小学合唱队《学习
雷锋好榜样》歌曲串烧将现场带入20世纪

60年代集体记忆中。雷锋战友赵瑞琪介绍
当年雷锋助人为乐的故事和入党的故事，和
现场观众共同追忆与雷锋同在新兵连的难
忘岁月。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全国
文明家庭”代表栗岩奇和“全国最美志愿者”

“天津市道德模范”孔令智讲述开展文明实
践活动过程中的感人瞬间，一个个故事如同
一幕幕电影镜头，让现场观众潸然泪下。全
国文明校园育婴里小学带来的诗朗诵《雷锋
就在我们身旁》，诠释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正
能量。

“天津好人”、“杜式手工木艺”非遗传承

人杜铁林将“雷锋卡车”等木艺手工作品以社
区巡展的方式向雷锋致敬。和平区朝阳里社
区党委书记苗苗、河北区北宁湾社区党委书
记聂爱勤，分别从全国志愿服务起源地和天
津市首个“好人社区”的角度，讲述了为群众
解决生活实际困难、化解邻里矛盾纠纷等一
系列“文明最美”的好人好事。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参加这次
活动受益匪浅。”参加活动的新时代好少年
代表表示，“我会赓续雷锋基因，把雷锋精
神代代传承下去，在拼搏中淬炼、在奋进中
升华，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灿烂
的光芒！”

本报讯（张真真）3月5日，青海省黄南藏
族自治州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
雷锋”主题实践活动，让爱与温暖星火传承、
微光成炬。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3月5日，同仁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三月
春风暖人心 雷锋精神伴我行”学雷锋主题活
动，将思政教育与幼儿教育深度融合，通过观
看《雷锋的故事》、讲述雷锋感人故事，在孩
子们心中点亮一盏温暖而明亮的道德之灯。
课堂上，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心目中
的雷锋形象，那些质朴而动人的故事悄然走

进孩子们的世界。
在同仁市第一完全小学“弘扬雷锋精神·

争做‘先锋’少年”主题班会上，同学们以分
享感悟、红歌传唱、手抄报和黑板报等形式学
习雷锋精神，追忆雷锋的那些感人故事，把雷
锋精神的种子播撒在一代代青少年心中。“雷
锋先锋队”的同学们还开展了清扫隆务街道
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共青团尖扎县委联合黄化供电公司开展
了“电亮雷锋心·携手传温情”主题活动，以

“党建阵地观摩+沉浸式思政课堂”形式带领
青少年学生了解电力行业党员先锋事迹，引

导广大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在实践中传承雷
锋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活动
中，供电公司职工代表还化身“电力雷锋导
师”，开展电力安全知识普及公益课堂活动，
通过趣味动画、情景演示等方式向青少年讲
解用电安全知识，共同守护青少年成长。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组织县内
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纷纷行动起来，开展环
境卫生集中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手
持垃圾袋、长钳等，弯腰俯身，沿着河道、道
路两侧徒步捡拾烟头、生活垃圾等，用“志愿
红”守护“生态绿”。

天津河北区举办“文明夜话2025”“学雷锋·文明实践在行动”主题活动

青海黄南组织开展“学雷锋”系列主题实践活动

宁夏石嘴山市：“志愿红”织密全龄服务网络

用“雷”厉“锋”行诠释新时代文明力量
——河南唐河县深入推进新时代学雷锋活动

◎ 鲁新建

（紧接1版）走进金元伟工作室，“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几个大字分外醒
目，“志愿红”映暖了墙壁，五花八门、
品类齐全的工具摆放整齐。这里是社
区群众爱来的地方，从“小金”到“老
金”，金元伟一直用真心暖民心。

如今，金元伟邻居家的孩子小杨
也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了志愿者的行
列。小杨是一位“00”后，小时候因为
父母太忙，上下学大多是金元伟代为
接送，一双小手被金元伟握着走了好
多年，金伯伯的善意在他心中种下了
种子，生发出枝芽。金元伟说：“在我
小的时候，我经常见到爷爷奶奶做好
事，心中也生出助人解难的想法。如

今，每当看到孩子们也开始用自己的
行动去帮助他人，便总会有暖流涌上
心间，感到既高兴又欣慰！”

“获得‘中国好人’这项殊荣后，
我感觉自己更应该把影响力充分发
挥出来。今后，我想用好‘安徽好人
道德实践教育工作室’这个载体，和
学校共同建立校外辅导站，不仅可
以在课余时间请小朋友们来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也可以给他们讲一讲
雷锋故事、好人故事，把雷锋精神传
承和弘扬下去。”对于今后要忙的事
情，金元伟规划得更多了，他表示，
要把好人好事做到底，做到自己干
不动为止。

“小金”志向不小“老金”情怀不老

携人间烟火 予时间深情

在乡村旅游持续升温
下，江西省遂川县借梯田优
势，推动农旅融合。独特景
观吸引众多游客，农家乐、
民宿随之兴起，梯田成为乡
村振兴的强劲动力，让桃源
村活力迸发。图为 3 月 10
日，鸟瞰遂川县左安镇桃源
村，层层梯田如大地指纹，
嵌入青山怀抱，勾勒出绝美
的乡村画卷。 李建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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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她以当代青年的方式，传承着这

份深深的热爱。在我国第一艘航母
“辽宁舰”服役后，如克亚木回到故
乡，成为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纪念
馆的讲解员。

平日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
到社区、学校、企业调研，倾听诉求，
组织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意
见建议。这次两会她关注的基础设施
建设、民族教育等议题，都来自当地
群众的呼吁。

这几年，在北京援疆干部的帮助
下，库尔班·吐鲁木农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成立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种
出羊脂籽米。前年北京大雨后，1000
公斤羊脂籽米跨越山河送到门头沟。

“这不是简单的援助与回报，更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同气连枝
的生命共情。”如克亚木说。

北京的玉兰已擎起一簇簇花苞。
“玉兰花代表着奋发向上，石榴

花象征着团结和美。”如克亚木说，如
同中华民族，向光跋涉，万众一心。

给时间以文明

云冈大佛的微缩模型，在云冈研
究院院长杭侃代表的手里，泛着永恒
的微笑。

从青灯黄卷的考古学者，到数字
浪潮中的文化守护者，杭侃用30年
光阴，在黄土地与“云宇宙”间架起一

座桥。
“文化遗产不应该只是静止的文

物，要通过AI、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的
深化应用，让千年文明以动态叙事融
入当代生活。”山西代表团分组审议
现场，杭侃的建议，恰似一封从文明
深处寄往未来的长信。

他展示了一段视频，云冈石窟第
20窟的3D线框模型在屏幕上旋转，
每块砂岩的纹理数据误差不超过0.1
毫米。“3D打印、XR、H5，诸如这样
的创新，破解了文物展示的物理限
制，为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弘扬提供了
新的路径。”

依托全国文物系统首个超算中
心的算力支撑，云冈研究院已完成三
分之二洞窟全息数据采集，构建起覆
盖全窟的高精度数字档案体系，让艺
术瑰宝可以“分身有术”。

“著名的云冈第12窟 1：1复制
品巡展全国，让更多的观众可以身临
其境感受云冈石窟的壮美。”杭侃说，
数字化不是让文物活在虚拟世界，而
是让更多人触摸历史的指纹。

文物保护不仅是专业使命，更是
文明延续的必答题。在他眼中，文化
遗产保护同样需要科技赋能的“新质
守护力”，让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焕
发新的生命力，这就是创新的意义。

给时间以文明。这片土地将证
明，真正不朽的，是向下执着扎根、向
上自由伸展的生命力。

（《新华每日电讯》任沁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