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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暖人心

今年62岁的刘淑梅，每天的活动都排得
满满的，不是在文化大院里忙碌，就是带着志
愿者送温暖。

1月18日中午12时30分，四平市梨树县
北老壕村的老年人聚在一起，等着刘淑梅的
到来。刘淑梅和他们约定好，下午1时来村子
里为他们免费理发。老人们早早地等候在那
里，盼着刘淑梅和志愿者的到来。为老年人、
困难群体免费理发这件事情，刘淑梅已经坚
持了十年之久。

刘淑梅年轻时曾学过理发的手艺，所以，
在看到本村有些老年人因为行动不便无法去
理发店时，就主动上门为他们免费理发。刘淑
梅还在家门口挂上“免费为村民理发”的牌
子，这一举动获得了村民们的交口称赞，因为
当时最近的理发店也在2公里外。空闲时，刘
淑梅还会和志愿者前往敬老院、附近村镇，为
有需要的老年人和村民服务。

刘淑梅年轻时就是村里有名的热心人，
村民们都知道有困难找刘淑梅，她一定会毫
不犹豫地伸出援手。2017年，一位35岁的村
民被诊断肺癌晚期，家中还有两个未成年的
孩子，刘淑梅知道后主动接送孩子上学，空闲
时帮着做饭，让妻子能够更好地护理丈夫。
2020年秋天，村民孟庆春老两口因病住进了
医院，刘淑梅和家里人帮两位老人收割玉米，
并送回两位老人的院子里。她还帮村里的留
守老人打扫卫生，修缮破损的房顶；帮迷路的
有精神障碍的年轻人找到家人；帮有矛盾的
夫妻、婆媳进行调解……

如今，作为八里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副站长，刘淑梅正带领志愿者服务更多村
民，为弱势群体纾困解忧。

言传身教树家风

在刘淑梅家一个靠墙的架子上，整齐摆
放着“吉林省文明家庭”“吉林省文化志愿服
务个人”“四平好人”等40多本证书。刘淑梅
自豪地说：“这些荣誉是全家人共同的努力。
这是一家人的荣誉，更是一家人的动力。”

2012年开始，每年春节期间，刘淑梅一
家人都会为退伍老兵、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
送去粘豆包、蔬菜、生活用品，以及春联和福
字，送去温暖和祝福；有年冬天，梨树县经历
了一场罕见的冻雨天气，压断了道路两旁的
很多树枝。刘淑梅一家人第一时间当起清理
路面、维护交通的志愿者；2022年元宵节，刘
淑梅一家人手工制作了30多个滑冰车，供大
家免费使用，大人和孩子都玩得不亦乐乎，村
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刘淑梅的带动下，一家人都是热心公
益的志愿者，为村民们免费理发、免费育秧、
免费维修电脑、免费维修房屋。刘淑梅的儿子
陈亮2022年还加入了梨树县蓝天救援队，冲
锋在救援一线。刘淑梅的孙子陈毅郎从小就
跟在刘淑梅身后，今年才16岁的他除了跟着
家里人当志愿者外，还经常参加学校和街道
等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

“春节临近，我们一家人会前往榆树台镇
三合村老兵文化大院，为那里的老兵免费理
发，送去慰问品和新春的祝福。”刘淑梅说，她
会把乐于助人的好家风传承下去，并带动更
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中，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

（上接A1版）
紧紧依靠人民，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

创造力——
2023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举办2

万余场、参与人次约1.3亿，目前我国登记在册
的群众文艺团队超过46万个……新时代以
来，人民群众正在文化建设中登舞台、唱主角。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既是历史
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
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我们要牢固
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为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主力军开辟渠道、搭建平台、创造条
件，让人民群众的活力创造力充分展示、竞相
迸发。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生活新期待”

登上浔阳楼欣赏浩瀚长江，走进琵琶亭体
验《琵琶行》沉浸式剧场，沿着江边绿道悠闲散
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自开放
以来，成为市民休闲、游人打卡的好去处。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的重大文化工程，是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的生动注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
改善生活品质、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期待，对文
化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将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紧紧围绕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
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目标，深入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扩大
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研学热”兴起，文博场馆一票难求，以“淄
博烧烤”“尔滨”为代表的文旅“出圈”……文化
消费新现象折射出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个性
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供给
的主要矛盾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以高
质量发展为主线，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扩大优质
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
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紧紧依靠深化改革这个根本动力，让文化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湖南的“门前十小”、北京的“27院儿”、成
都的“留灯书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引入

社会力量共建共享，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正成为
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目前全国已超过3.35
万个。

改革是文艺繁荣、文化发展的动力所在。
要紧紧抓住解决文化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问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让文化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紧紧依靠守正创新这个制胜法宝，不断激
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活”起来了，“文创风”“诗词热”悄然
兴起……新技术新方式新理念，让传统文化焕
发蓬勃生机，滋养人民美好新生活。

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
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023年10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调研时深刻指出：

“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
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

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文化强国面临新形
势新任务，我们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
创新思路方法，创新话语体系，创新技术手
段，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探索和回答时代发展
和人民需求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

八里庙村里的热心人

新闻集装箱

青 海 省 西 宁 市 自
2023 年 12 月 26 日启动

“冬游西宁”文化旅游活
动以来，全市共有 10 家
冰雪旅游接待点对外开
放，并在冰雪旅游景区
景点举行科技卫生文化

“三下乡”、冰雪旅游嘉
年华、丹噶尔古城第十
一届“万人品尝腊八粥”
等群众文化活动 62 项。
图为1月26日，游客在青
海西宁市大通县国家级
森林公园鹞子沟景区体
验滑雪项目。

肖子树摄

冰上马拉松，20世纪初始于荷兰，是赛事
距离比肩马拉松的速度滑冰项目，因当地气候
变暖于世纪末遗憾停摆。这项穿着冰鞋长途奔
袭的运动从此成为追忆，却在今日回归赛道。
1月30日上午，首届中国·吉林松花江滑冰马
拉松挑战赛暨2024年全国全民健身大拜年主
会场活动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举行。

千里冰封的松花江上，5条赛道的选手分别
穿着冰鞋、跑鞋、雪板，划着龙舟，骑着自行车，
从各自起点共同出发，罕见地上演蔚为壮观的

“项目同框”，为东北大地的冰雪运动掀起开年
以来又一次高潮。冰上马拉松，这颗陷入沉寂的
百年冰雪“遗珠”，缘何在松花江重放光芒？

耳目一新的“冰雪体验”

“这是独一无二的赛场，这是国内冰雪的
首创。”担任赛事裁判长的赵伟昌说，在冬奥赛
场，速度滑冰项目的最长滑行距离才1万米，此
次选手们需要在长度10.5公里的天然冰面赛
道上滑个来回，相当于半马距离，不仅在国内
属于首创，在国际上也很罕见。

寒冬腊月，封冻的松花江宛如巨龙蜿蜒向
远方，两侧群山屹立，松柏挂雪，勾勒出一幅绝
美的水墨画卷。1月30日上午，随着发令枪响，

7000余名选手从江面上集体出发，如泼墨般
涌向广阔的冰天雪地。“体验太美妙了！此前无
论是跑步还是滑冰，都没有过这种氛围。”55岁
的选手杨顺青说。

“马拉松比赛见多了，但这样的形式还是
头一次见。吉林冰雪这次‘整活’真的很有创
意！”杭州游客张逸凡说，此次到长白山区原本
只为滑雪、拍照、泡温泉，没想到恰逢此次赛事
举办，于是为行程增加了这条“支线”，感觉不
虚此行。

温暖细致的“冰雪之心”

当日在“北纬42度最美天然滑冰赛道”成
为热词的背后，还有温暖细致保障赛事运行的

“冰雪之心”。
在天然封冻的冰面上举办大规模赛事，首

先要排除的是安全隐患。“办赛之前，我们对赛
事风险进行了细致评估。”吉林省体育局副局
长刘琦介绍，由于这是国内第一次在松花江冰
面上设置如此规模的赛道，没有经验可循，为
此主办方聘请专家在赛段先后3次探冰，确认
整个冰层平均厚度47.7厘米、承重可达5吨以
上之后才实施建设。

昼夜温差较大，风口处冰面凸凹不平，部

分冰面裂缝足有两指宽——这些都是速滑比
赛运行的障碍。为了让赛道光洁平整，过去15
天来，吉林全省室外冰面作业人员夜以继日地
对赛道进行打磨维护，就连专用于室内冰场的
浇冰车也开到了松花江上。“这是我滑过的最
平整的室外冰面。”45岁的梅河口选手蒋伟丽
在赛后点赞。

硬件过硬，软件够暖。当日赛道的补给站，
除了暖贴、面包、姜糖水等常规补给外，还有东
北冬季“灵魂美食”铁锅炖。一口口大锅，在严
寒的天气里飘着热气腾腾的香味，让许多选手
主动降低配速去解馋。参赛包中的“彩蛋”也让
人心头一暖——产自吉林省辽源市的“黑科
技”自发热冰雪袜，部分选手感慨：“拿到这双
冬奥同款袜，不上场比赛也值了。”

独树一帜的“冰雪拼图”

冰雪运动是注重与大自然亲密互动的运
动。在冬季体育传统强国荷兰，1909年开始举
办一项被称为“Elfstedentocht”的赛事，其中
文名称为“十一城冰上马拉松”。这是一项长达
199公里的天然冰面滑冰之旅，需要途经11个
城市。赛事由于距离遥远且过程艰辛，被视作
全球冰上体育项目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尘封近30年后，这项经
典的非冬奥项目在中国东北松花江上得以重
现，并在比赛当日依托选手参赛规模，被吉尼
斯认证官吴晓红宣布为“最大的滑冰系列赛”
在此诞生。“我们的目标不止吉尼斯。吉林作为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重要承载区，更
志在打造一个新的赛事平台，吸引更多人参与
其中。”吉林省体育局局长牟大鹏说。

在马拉松路跑赛事井喷之际，吉林以独特
的冬季玩法集齐了“冰雪马拉松”拼图。穿着冰
鞋长途奔袭的马拉松滑冰赛事，重放光芒于白
山市；穿着雪板跨越雪原的马拉松滑雪赛事，
长久绽放于长春市——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
国际滑雪节至今已举办22届。集齐拼图，让冰
雪体育大省吉林又多了一份推动冰雪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

“白山市从此新增一张冰雪名片。”白山市
委书记谢忠岩说，本次赛事在报名通道开启后
迅速实现满额，不仅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
东、重庆等全国各地的选手，还吸引到来自尼
日利亚、南非、巴拿马等国家的朋友参与，未来
将把赛事继续办成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年度活
动，吸引更多游客来打卡这座位于长白山腹地
的冰雪魅力之城。（新华社 褚晓亮 王昊飞 张
博宇李典宋心平魏蒙颜麟蕴姬杨）

这项已绝迹的运动
在千里冰封的松花江上“复活” 四川南充市：

2024蓬安县迎新春
文化惠民活动周启动

本报讯（李奎）1月 29日晚，“我们的
节日·春节”2024蓬安县迎新春文化惠民
活动周正式启动，一直到2月2日，四川省
南充市蓬安县每晚都计划在相如文化公
园举行精彩的文艺演出，以深入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展示和传承非遗、民俗，为全县
人民呈现多场文化视听盛宴。

当晚19时30分许，随着充满喜庆的情
景歌舞《家乡新年》上演，活动周首场文艺演
出正式拉开序幕，整场演出分为序曲《心相
约·喜迎新春》、上篇《浪漫蓬安·为幸福奋
斗》、中篇《宜居蓬安·为人民抒怀》、下篇《繁
荣蓬安·为时代喝彩》、尾声《再启航·同心筑
梦》五个篇章，节目包括歌曲联唱、小品、杂
技、竹琴表演、大木偶、诗朗诵、舞蹈、音乐说
唱、戏曲集萃等。

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中落下帷
幕，现场观众还意犹未尽，回味不已。“在
家门口的广场上，就能欣赏到精彩的文艺
演出，领略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让我们
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现场一名观众说。

“此次迎新春文化惠民活动周文艺演
出，有3大特点，即注重对非遗、民俗进行展
示，注重通过精品文艺提升市民艺术修养，
注重文化惠民。”蓬安县文化馆负责人说，以
竹琴表演《山里太阳花》为例，将蓬安“女铁
人”陈建清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表演所用的
竹琴，也属于蓬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蓬
安县的非遗传承人制作和弹奏。

“人文鼎盛和经济繁荣，是互相促进、交
相辉映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公共文化服务是重要因素。”蓬安县委相
关负责人说，举行“我们的节日·春节”2024
迎新春文化惠民活动周，目的是扎实推动非
遗、民俗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让市
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温竞华）记
者1月30日从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上获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实施四年多来，我国世界一流期刊建设取得新
成效，影响力进入本学科国际排名前5%和前
25%的期刊数量分别增长5.6倍和1.8倍。

科技期刊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
化软实力，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2019年7月，中国科协

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
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对推进我国科技期刊
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同年9月，中国科协等7
部门启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
5年为周期，面向全国科技期刊系统构建支持
体系。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以来，累
计完成50个领域的国内外科技期刊分级认
定，瞄准科技前沿布局一批高起点新刊，吸引

高水平研究成果回流，推进中文期刊开放出
版、科学数据共享，我国科技期刊对全球创新
思想和一流人才的汇聚能力明显提高。

据了解，2024年，中国科协将加快世界一
流期刊建设换道升级，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
行动计划二期工程，推动期刊建设从单刊突破
向营造公益化、集团化、数字化、市场化的期刊
发展生态转变，为更多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脱颖
而出提供坚实保障。

舞起小龙灯
——一位非遗传承人的“寒假课堂”

雪后初霁，天还有些冷，湖南省常德
市鼎城区尧天坪镇喜洋村的村部却笑声
四起。文麦秋穿行在站满了大人和孩子的
院子里，扯扯这个孩子的手臂、拉拉那个
孩子的衣袖。很快，孩子们手中那条原本
蜷在地上的紫黄色龙灯，立了起来。

尧天坪镇拥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的称号，尧天坪龙灯被列入“湖南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传
承人，今年60岁的文麦秋负责给全镇3所
学校的几千名学生传授这项技艺。

在鼎城，过年舞龙灯是人们十分看重的
一项传统。最近，很多当地企业邀请文麦秋
前去指导员工准备年会的舞龙灯节目。喜洋
村马上也要参加区里的“村晚”，并且是以舞
两条龙作为开场节目。文麦秋当天到村部的
本意，就是为了指导这个节目。但在召集参
与“村晚”排练的村民时，他特意叮嘱大家带
上各家孩子。

前段时间，他突然有个想法：给喜洋
村舞一条专属小龙灯。原来，喜洋村的孩
子们虽然早就在学校接触过龙灯，但都是
和自己的同学一起。一条10人舞动的龙
灯，如果离开长期配合，就很难舞得好看，
更别提舞出“摆龙门”“蝶穿花”这些有难
度的动作了。

利用“大龙灯”排练完的剩余时间，文
麦秋先是琢磨着如何给孩子们分配位置，
最高的肖都昊宇已经长到1米72，最矮的
一个孩子才1米2。另外，因为肖都昊宇和
另一个女孩都是在各自班级里舞龙头的，
俩人还争执了起来。最后，在肖都昊宇妈
妈肖丽群的介入下，龙头让给了女孩。

“虽然很忙，但我和老公都爱舞龙灯，
一年参加各种演出、庆典至少有七八场。”
肖丽群告诉笔者，得知文麦秋的想法后，
她很支持也很开心，“孩子寒假期间就是
打篮球和玩手机，打篮球久了他就觉得没
意思，玩手机我更不放心了。”

“一条龙有20多种舞法，舞的人不同，
龙的‘性格’也不同。”文麦秋说，在学校他
只能教孩子们一些基本功和简单造型，而
把假期利用起来，他有信心教出一条能和
大人们一较高下的“小龙”来。

在文麦秋和一旁观看的家长们的指
导下，喜洋村的首次“小龙灯课堂”效果很
好。原本就有基础，而且经常在一起玩的
孩子们很快就舞得有模有样。几个年幼矮
小的孩子被巧妙地安排在不同位置，整个
龙身蜿蜒起伏的感觉便出来了。

因为忙着去不同地方指导，文麦秋还
没有细想自己的“寒假课堂”具体怎么开
课。初步设想是每周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
如果这个寒假达不到效果，暑假再继续。文
麦秋说，他打算自费定制一条小龙灯，希望
喜洋村的孩子们能在一起一直舞下去。

（新华社周勉）

我国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持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