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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报道：近
日，“新时代 新丝路 新瓷意——中华
陶瓷暨新疆新瓷重走新时代丝绸之路”
作品巡回展在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
博物馆开展。

陶瓷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从古老的
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陶瓷始
终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新疆陶
瓷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既保留了中华陶瓷的典雅神韵，又融入
了本土文化的绚烂色彩，成为新时代文

化交流的亮丽名片。此次展览荟萃了
200多件陶瓷文物珍品，类型涵盖贮藏
器、装饰品、陶偶像、陶模型等，蕴含中
华文化的汝瓷、钧瓷、花瓷、金镶玉以及
洛阳三彩等，展览历时3个月。

展览别出心裁地采用知识墙、展板、
显示屏等方式，展示26位工艺美术大师、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印证多元
文明的交流互鉴，形成不同展厅、不同展
览遥相呼应、相互映照的梦幻联动。观众
可在相应展览中探寻、比照文物，更好地

了解东西方陶瓷的历史文化。
游客唐朝钰说：“通过观看展览，我

了解了中原地区瓷器和新疆地区瓷器
不同的样式及作用。我发现瓷器其实不
仅限于我们印象中的花瓶样式，还有鼎
型、碗状型，还了解到不同的瓷器种
类，比如钧瓷、龙泉青瓷、汝瓷等等。”

此次展览以中华陶瓷重走新时代
丝绸之路为载体，以瓷为媒，深化多地
的文化交流与民族交融。本次展览将中
华陶瓷与新疆新瓷推向更广阔的舞台，

引导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北庭故城作为丝路北道的重要节

点，曾见证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文明对
话。此次展览选址于此，正是希望以陶瓷为
媒，让历史与当下共鸣，让世界看到中华文
化的开放与包容。”吉木萨尔县博物馆馆长
张芸菲说，“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展览，进一
步促进新疆与国内其他省份的文化合作，
让陶瓷这一‘东方瑰宝’继续焕发光彩。同
时，也欢迎国内外游客走进吉木萨尔县，感
受这座丝路古城的独特魅力。”

在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多地举办了精
彩各异的博物馆活动。现今，“文博热”持
续，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以多种形式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配套的文物讲解服
务，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近年来，博物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热度。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2024年
国家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超690万人次，
平均每天接待观众2万余人次，青年群体
日益成为博物馆参观学习的主力军，推动
形成了庞大的文物讲解需求。公众不仅在
展柜前拍照打卡，更希望借由文物这一文
明缩影触碰历史的肌理。镌刻在青铜器上
的精美纹饰，描绘在壁画中的灵动笔法，
还有瓷器釉色所呈现的传统美学，这些都
需要借助专业讲解来发出时代的声音。

如果说文物是凝固的民族史诗，那么
文物讲解就是对历史的动态传承。对文物
的规范讲解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根脉的必
然要求，更是以文化人、培根铸魂的文化行
动。我们在让文物“活”起来的同时，也应让
文物讲解守住真实、彰显专业，持续提高服
务能力和水平，更充分释放文物的时代价
值。《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
水平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对规范博
物馆讲解服务将起到促进作用。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博物馆的讲解服
务体系仍待进一步健全。场次不足、讲解不
专业、专业讲解人员短缺等问题仍在不同
程度上存在，此外，部分博物馆导览设备技
术陈旧、系统更新速度缓慢，讲解词不“解
渴”，无法更好满足游客对导览的需求。

当官方讲解服务无法满足公众需要
时，文物讲解“灰色地带”便伺机出现。但
第三方讲解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讲解
人员或宣扬错误观念，或为迎合观众猎奇
心理而杜撰文物故事。失真与失序的“野
生讲解”，弱化了游客的观赏体验，更重要
的是，影响了游客对于历史文化的正确认
知。要破解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打好改进
公共文化服务的“组合拳”。

推动博物馆讲解服务提档升级，首先，
要加强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博物馆可通
过经常性开展讲解员专项培训，采取岗位
竞赛、专业比拼等形式，引导讲解员充分
发挥个人潜能。鼓励讲解员开展个性化讲
解，创新和优化文物讲解形式，增强讲解
的趣味性、吸引力。如洛阳博物馆组织志
愿者讲解员身着汉服开展讲解，使游客在
轻松的文化氛围中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其次，需要扩大和丰富讲解服务供给，
还可定期邀请考古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等举办讲解专场，或广泛借助现代信息
技术拓宽服务边界，如利用人工智能等技
术探索打造智慧观览场景。故宫博物院“数
字文物库”上线的3D版《千里江山图》，便
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向游客展示了绘画的
创作过程和创作场景。游客通过指尖轻触
便能够“进入”文物所承载的生动故事，领
略其蕴藏的文化内涵，不失为游客参观与
学习的便利之举。

最后，高品质、专业化的第三方讲解
服务也可成为博物馆讲解服务的有效补
充。引入第三方力量，强化监督监管，建立
动态更新的讲解服务“黑名单”与“白名单”
信用机制，规范讲解服务秩序，能够更好
地满足文旅热潮下观众差异化、个性化的
观览需求。比如，故宫博物院对第三方讲
解服务机构进行资质认定和动态监管，让
第三方力量充实讲解服务供给，更好满足
游客需求。南京博物院则通过规范和引导，
让专业导游成为流动的讲解员，使金牌旅
行社与文博场馆实现了讲解联动。

当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成为
一种当代叙事，人们对文物讲解服务便有
了更高的需求。加强文物讲解团队专业化
建设，让文物“活”起来，让讲解“正”起来，
相信我们能讲好精彩而厚重的“中国故事”。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讯 记者米桃乐报道：5 月 21
日，昌吉州文化馆组织“石榴籽”文艺小
分队走进阜康市城关镇西树窝子村，开
展昌吉州文化馆 2025 年“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优秀文化志愿者优
质文化“七进”下基层展演活动，为村民
奉上一场极具特色的文化大餐。

活动现场，昌吉州文化馆晚霞艺术
团率先亮相，精彩的歌舞表演热情洋
溢，瞬间激活了现场气氛。

5月19日至25日，是昌吉州文化馆
服务宣传周。此次活动是服务宣传周系
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昌
吉州文化馆还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艺演出活动，进一步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推
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文化馆服
务真正走进群众、惠及群众，以文化力
量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通讯员王
博报道：5月23日是第12个中国文艺
志愿者服务日，为进一步弘扬文艺志
愿服务精神，5月21日，昌吉州文联新
时代文明实践“艺兴昌吉”文艺志愿小
分队走进昌吉市建国路街道星光社
区，开展主题为“与人民同行”的文艺
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送上一份
艺术与温暖交融的文化大餐。

活动前一天，昌吉州文联组织昌

吉州摄影家协会的志愿者提前上门，
为星光社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微
模范”提供免费拍照服务。活动当日，
志愿者在星光社区还搭建了临时影
棚，为社区高龄老人、优秀党员、优秀
志愿者、退役军人、退休教师等群体拍
照留念。

“阿姨，来看前方，笑一笑，3、2、1！”当
日17时许，记者在星光社区临时影棚看
到，摄影志愿者为老人调整姿势、整理着

装后，用相机定格他们幸福的瞬间。拍摄
结束后，志愿者还为老人冲洗、装裱了照
片，并送到老人手中。

“热心的志愿者为我和老伴上门
拍照，真是太感谢了！”88岁的星光社
区居民王海泉说。

当天，星光社区活动现场还同步
开展了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昌吉州艺
术剧院、昌吉州戏剧家协会、昌吉州音
乐家协会等团队的艺术家们纷纷登

台，为居民带来了歌舞、戏曲等多种形
式的文艺表演。

“此次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
了艺术家与群众的连心桥，将新时代文
明实践落到了实处。”昌吉州文艺创作
研究室（书画院）干部赵宏博说，“今后，
我们将继续组织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用文艺传递温暖，
用艺术点亮生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昌吉州文联举办“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

用文艺传递温暖 用艺术点亮生活

5月21日，昌吉州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艺兴昌吉”文艺志愿小分队走进昌
吉市建国路街道星光社区，开展“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图为摄影志
愿者为老人拍照。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5月21日，昌吉州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艺兴昌吉”文艺志愿小分队走进昌
吉市建国路街道星光社区，开展“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图为文艺演
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5月24日，
“中国碧玉之都”玛纳斯全民阅读会在
玛纳斯县玉都体育场举办。全民阅读领
航人、帆书 APP 创始人樊登亲临现场，
以“阅读如何重塑人生的底层逻辑”为
题发表精彩演讲。近万名来自全疆各地
的阅读爱好者、帆书 APP 会员齐聚现
场，共赴这场充满书香的文化之约。

“我爸当年‘收拾’我有一句口头禅
叫‘给你攒着’。我今天要替孩子们说两
句，父母也应该勇于承认自身的问题。”
樊登以幽默风趣的开场白，瞬间拉近了
与现场观众的距离。

演讲中，樊登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
和阅读收获，深入浅出地分享处理亲子
关系、家庭关系的经验。“我家孩子出生
前，我把所有能买到的关于教育孩子的

书都认真读了一遍。”“教育孩子要在他
做了正确的事的时候去正向鼓励，注重
培养孩子的兴趣。”“父母要成为孩子的
神助攻，允许孩子犯错，给孩子无条件
的爱。”“父母要给孩子足够的尊重，对
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
这些观点中肯实用，引发在场观众强烈
共鸣，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樊登老师说出了我的心声，以后
我要和父母坦诚相待，也期待妈妈听完
讲座能有所改变。”11 岁的玛纳斯县小
学生李锦城满脸憧憬地说。

专程从乌鲁木齐市赶来的杨莉玲
感慨地说：“我家孩子都上大学了，如果
我能早点听到这场讲座就好了。从现在
开始，我们全家要一起做出改变。”说
着，她向记者展示了手机备忘录里记录

的满满一屏讲座心得。
“看到场下近万名书友，我倍感荣幸，

也真切感受到了新疆浓厚的阅读氛围。希
望大家通过阅读发现更广阔的世界。”樊
登建议大家应当广泛涉猎不同类型的书
籍，尤其是那些曾被自己忽略的领域，以
此拓宽认知边界，为生活不断注入活力。

互动环节，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产
品推荐官贺娇龙作为特邀嘉宾分享了读
书收获和成长经历，并代表读者就“如何
平衡工作和生活关系”向樊登提问。

樊登结合自身经历回应：“工作和
生活本就是人生的一体两面，难以割
裂，最重要的是用心过好每一天。”

提问交流环节，4 名观众从阅读收
获、人生困惑、人际关系处理等角度出
发，与樊登深入交流。樊登认真倾听，一

一作答，分享见解。现场不时发出会心
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活动尾声，樊登现场抽取了20名幸
运观众并给他们赠送了书籍。新疆人民
出版社和昌吉州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
同志给樊登和贺娇龙赠送了首届天山
文学奖丛书和《博峰文丛》系列图书。

近年来，昌吉州打造了城市书房、农
家书屋、特色书店三位一体的阅读服务空
间，扶持和培育了上百个阅读团队、每年
开展上千场全民阅读活动，形成了浓厚的
阅读氛围，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蔚然
成风。2024年，昌吉州“书香润昌吉”全民
阅读推广活动被中宣部评为全民阅读优
秀项目。在阅读的感染和浸润之下，一批
作家来到昌吉州生活，以刘亮程、李健等
为代表的作家创作出了许多精品力作。

“文博热”持续，

文物讲解服务也得跟上

□孙文博

文化时评

本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煜报道：5
月 23 日，2025 年“我们村的舞”自治区
群众舞蹈大赛示范点活动在玛纳斯县
包家店镇举办。

据悉，该大赛今年在全疆设 8 个示
范点进行活动展示，玛纳斯县包家店镇
因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成功入选。

活动在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来
自玛纳斯县各乡镇、昌吉州文化馆及昌
吉市的12支舞蹈队伍轮番登场，为观众
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扇子舞

《花开幸福》、广场舞《昌吉姑娘一朵花》
等节目展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各族
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现场还设置“文化大集”宣传专区，
通过民俗体验、非遗展示、政策宣传、健
康志愿服务等形式，让群众感受文化魅
力。投壶游戏、根雕展等互动项目吸引
众多人参与。

自治区群众舞蹈大赛

示范点活动在玛纳斯举办

昌吉州文化馆“石榴籽”

文艺队下基层展演

中华陶瓷暨新疆新瓷重走新时代丝绸之路作品巡回展走进吉木萨尔县

品味陶瓷文化 传承丝路精神

““中国碧玉之都中国碧玉之都””玛纳斯全民阅读会启幕玛纳斯全民阅读会启幕

樊登畅谈阅读重塑人生樊登畅谈阅读重塑人生

图①：樊登在“中国碧玉
之都”玛纳斯全民阅读会上发
表主题演讲。

图②：5月24日“中国碧
玉之都”玛纳斯全民阅读会
现场。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②②①①

5 月 21 日，昌吉州文化馆组织
“石榴籽”文艺小分队走进阜康市城关
镇西树窝子村开展展演活动，图为活
动现场。 □赵笑阳摄

樊登，帆书APP创始人、阅读
推广人。樊登于1999年在西安交
通大学求学期间荣获国际大专辩
论赛冠军；2020年当选“第三届上
海文化企业十大年度人物”；2021
年被中国出版协会评为“2021年度
全民阅读推广大使”。他出版的书
籍《可复制的领导力》《陪孩子终身
成长》《低风险创业》《读书是一辈
子的事》《读懂一本书》等在全网畅
销，全网拥有1092万粉丝。

人物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