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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科普形式
点燃青少年“科学梦”

——北京市石景山区多举措助推未成年人科学教育
◎ 王兴超

贵州黔东南州：让全民阅读在城乡“热”起来
◎ 詹家斌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推动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基础是科技人才，
教育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实现高质量
教育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点燃青少年

“科学梦”，科技人才的培养需要从中小学的科学
教育做起。

为点燃青少年的“科学梦”，北京市石景山区
通过打造未成年人“小小职业体验营”，开设“种子
图书馆”，“科技烛光向日葵DIY”手工制作等，助
推未成年人科学教育。

“小小职业体验营”激发求知兴趣

随着石景山区产业转型的快速推进，一家家
专精特新企业落地生根，智能科技产业也在逐步
走进群众生活。

为丰富未成年人职业体验，激发未成年人的求
知兴趣，普及现代科技常识，石景山区天和街社区
联合咪咕数智竞技科技中心及民生银行古城支行
开展多场“小小职业体验营”，旨在通过带领少年儿
童亲身感受科技对生活的便利、数字智能的发展，
让亲子家庭在创意科技、创意竞技中感受科技发展
的魅力，以科普活动助力青少年成长。活动中，在工
作人员的讲解下，青少年们参与了机械拼装、机器
人竞技、机甲操作、模拟高尔夫、元宇宙实验室体验
等多个模块。在元宇宙实验室里，参加活动的青少
年借助VR设备，走进太空，近距离“触摸”太阳的温

度、感受银河的深邃，在真实与虚拟相融合的奇妙
世界中，激发孩子们的求知欲，提高科学素养。

此外，天和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联手
咪咕数智竞技科技中心，为辖区未成年人带来了
一场遨游星空的体验之旅。活动中，工作人员为小
朋友们详细普及了航天科技的发展历程、现状和
未来趋势。

除了理论普及环节，此次活动还为小朋友们
准备了一系列互动体验环节，大家戴上VR眼镜，
仿佛置身于太空中，随后设置的元宇宙课程，更是
借助VR设备，为小朋友们创造了一个真实与虚拟
融合的奇妙世界。小朋友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
了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升了自身的科技素
养，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在手工制作活动中体验科学魅力

为提高未成年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意
识和能力，养成自主探究、热爱科学的良好品质，
五里坨街道天翠阳光第三社区开展“科技逐光向
日葵 DIY”手工制作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用
PPT向大家讲解了光感元件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场
景，并带领大家一起制作科技烛光向日葵，利用手
工艺材料和科技道具，将向日葵的基础结构、电路
和外部结构依次拼接组装，把科技元素与向日葵
进行了巧妙结合，在大家的共同协作下，一个个富
有创意的太阳花就成形了。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获

取科学知识，体验到了科学的魅力。下一步，天翠
阳光第三社区将持续以“红色领航护天翠”党建品
牌为抓手，组织开展形式多样、题材新颖的未成年
人活动，不断丰富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
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区氛围。

“种子图书馆”带孩子探索自然奥秘

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精心筹备，石景山区老古城
南社区活动室的“种子图书馆”终于正式亮相。在筹
备过程中，社区的志愿者与家长们共同扮演着“种
子妈妈”的角色。引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探
索“自然之书”的奥秘。随后，社区邀请专业自然课
程老师进行科普讲解，让孩子们在了解自然知识的
前提下，通过对种子的分类、收藏、交换和种植等多
种方式探索植物的奥秘，并用采集成果对设置在社
区活动室的“种子图书馆”进行装点布置。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随时挑选他们心仪的植
物种子带回家进行种植，经过悉心照料，待到植物
开花结果时，再将成果归还到“种子图书馆”，为空
间增添更多的生机与活力。未来，“种子图书馆”将
继续为孩子们提供艺术、手工制作、科学素养等丰
富多样的知识课程和活动。以“种子图书馆”为基
地，老古城南社区通过打造各类青少年文化活动，
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与成长的平台，让整个
社区的文化氛围愈发浓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
将为孩子们的成长和社区的和谐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积极
打造高品质的城乡全民阅读空间，全面倡导爱读
书、多读书、勤读书、善读书的文明新风尚，让“锦
绣黔东南”书香四溢。

互动阅读受青睐。将全民阅读融入全州16个
县（市）特色资源和文化元素中，积极举办全省“多
彩贵州·书香高原”2024年全民阅读暨耕读行动启
动活动及全省“小桔灯”亲子阅读推广项目——

“书香飘万家·共筑强国梦”主题示范活动；大力开
展“朗诵经典·声动心灵”小小朗诵者选拔赛、“苗
岭拾遗”民族文化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160余场
次；黎平县开展“乐于读书·知行合一”全民阅读

“理论宣传二人讲”并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与到广东
省佛山市禅城区举办的“浸润书香·阅动禅城”读
书活动现场，天柱县积极开展读书沙龙活动并在
活动中设置互动环节，让读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和知识的魅力。

线上阅读受推崇。持续推出和更新优质数字

资源，大力推动17个“数字图书馆”建设；积极举
办全州首届青少年“树人杯·黔悦读”世界读书日
读书增智活动，在锦绣黔东南客户端、“掌上黔东
南”抖音号、“黔东南微报”视频号同步直播，通过
全媒体平台全面展播视频、音频、图文等优秀作
品；利用州县（市）两级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等线上
平台，积极设置“文化讲座”“世界读书日专辑”等
线上读书专栏，全面开设以“什么是经典？从朱自
清《经典常谈》谈起”“以碳为眼：纵览45亿年地球
‘史诗’”等为内容的“网络课程”，为广大群众提供
一场线上文化盛宴。

流动阅读受热捧。依托“科普大篷车”“流动图
书服务车”等多元化阅读阵地，大力推进全民阅读
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等读书活动2850
余场次；积极举行“再发现图书馆·共读现代文明”
世界读书日暨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大力开展世界读书日暨世界知识产权日宣
传、非遗项目展览、“悦享阅读”——闲置图书交换

集市、“书香溢满园·阅读伴成长”“阅读‘童’行·书
香致远”等系列读书活动510余场次；结合“文化进
万家”，深入开展以送图书、讲故事等为内容的文化
服务文明实践活动290余场次，让全民阅读在城乡
群众中变得触手可及。

分享阅读受点赞。聚焦阅读引领，将精品力
作作为全民阅读“自选科目”的第一选择，在微信
平台开设“每日新书”“新书推荐”等专栏，定期向
群众推荐、分享文学精品；积极举办《“村BA”：观
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
兴故事》创作交流座谈会，分享荣获 2023 年度

“中国好书”纪实文学作品《“村BA”：观察中国式
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
黎平县开展“与书相伴·阅见美好”主题阅读活
动，向在校学生赠送《在云端的日子》等散文集
100余册；锦屏县、丹寨县等开展读书、故事、好书
分享交流会600余场次，有效促进全民阅读适应
大众化和分众化需求。

近年来，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四川省
丹棱县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
动，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培育特色群
众性文化活动品牌，创新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精神文化
需求。

多彩文明实践营造文化氛围

近日，“书香丹棱·阅享未来”系列活
动在眉山药科职业学院成功启动，活动
在舞蹈《丹心书风雅》中拉开序幕，舞蹈、
朗诵、好书分享轮番上演。除了主场活动
外，丹棱县端淑小学情景剧活动也成功
举办，活动现场《守株待兔》《亡羊补牢》
《西门豹治邺》等课本剧轮番上演，实现
学生在“课”中学，在“剧”中悟。

阅读进校园只是该县以文明实践活
动营造文化氛围的一个缩影。目前，丹棱
县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通过读书分享
会、经典诵读、校园诗词大会、讲座、文艺
展演等形式，开展活动70余场次。同时，
该县广泛开展普通话公益培训、评选“书
香家庭”等活动，利用“五四”“端午”等重
大节假日，常态开展“中华经典诵读”等系
列主题活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群众
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

创新打造品牌赓续文化传承

“这堂课让我对彭端淑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将以彭端淑
为榜样，学习他热爱学习、孝敬父母的精
神。”近日，“传承端淑精神 培育文学新
苗”第三期启动仪式在端淑小学成功举
行，端淑小学学生王彦苏通过学习彭端
淑的家风家教故事，立志传承端淑精神，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端淑精神 培育文学新苗”品牌
是丹棱县创新打造的品牌项目，通过充

分挖掘本土传统文化内涵，动员各方力
量，整合县内外资源，依托讲座、采风、出
文集、给予奖励等志愿服务形式，有效帮
助学生深入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文
字写作能力，使传统文化“热”起来、“活”
起来、“传”下去。

三年来，该县用优秀传统文化培根
铸魂，用文化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滋润心
灵，延续丹棱文脉，促进文化传承发展，
共开办各类讲座40余场，出版《丹棱文学
新苗集》两册，征集收录新苗习作304篇。

打造书屋矩阵丰富文化生活

近日，丹棱县爱心书屋正式落成并
投入使用。建设慈善爱心书屋是该县年
度重点工作内容，通过县慈善总会渠道，
募集慈善资金7.4万余元，建设慈善爱心
书屋3个，受惠学生2000余人，切实加强
了“慈善+教育”服务工作，进一步改善学
校课外读物资源匮乏、学生阅读能力提
升受限等状况，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着力培养时代新人、
弘扬文明新风。

同时，该县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推进“互联网+文化”建设，打造全民阅读
宣传推广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截至目前，共建设综合性书屋10
个，推动全县35个农家书屋完成智慧化
升级，收纳书籍3万余册，县域内实现通
借通还，有效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

丹棱县正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传承
文化之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
新时代文明实践，不断提升人民的思
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化素养。未来，
该县将继续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导
向，在内容供给、阵地提升、品牌引领、
分众服务等方面发力，持续推进文化
建设，为大雅家园幸福丹棱提供丰润
的道德滋养。

5 月 8 日，浙江省湖州
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组织乡村护理
人员，开展“乡村护理操作
技能竞赛”活动，迎接“5·
12国际护士节”。活动现场
设置了心肺复苏、电除颤、
静脉输液等项目，旨在提
升乡村护理人员操作技能
水平，更好地为群众提供
健康服务。图为活动现场。

邓德华摄

本报讯（谢艳阳 陈佩芸）5月8日，大
型现代川剧《晏阳初》剧本座谈会暨项目
启动仪式在巴中举行。现场，川剧专家、
编导、学者代表及巴中市相关负责人齐
聚一堂，围绕剧本的主题、情节设置、人
物塑造、表现形式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
论，并提出中肯建议。

《晏阳初》是一部以中国平民教育家
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为原型的现代川剧
作品。晏阳初祖籍四川巴中市巴州区，幼
年和少年生活、求学巴中，自青年时代以
来致力于平民教育70余年，他的“平民教
育”和“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对中国乃
至世界的教育普及和农村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为什么要以川剧艺术形式来展现晏
阳初呢？“川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中国传统戏曲历史文化和巴蜀地
区民俗文化深度融汇的产物，具有独特
的审美特色和美学价值，其影响远播海
内外。此次打造现代川剧《晏阳初》就是
用科学的方式、真实的情感拉近观众与
晏阳初的距离，寓教于乐，让优秀文化在
现代生存发展空间里找准定位。”四川省
文联主席陈智林介绍。他表示用现代川
剧的形式挖掘、保护、传承晏阳初留下的
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将为巴

中在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持续
的精神动力。

此外，创作川剧《晏阳初》既是传承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务实举措，也是巴
中打响区域文化品牌的里程碑事件。近
年来，巴中市委将“晏阳初故里”作为全
市三张文化名片之一，巴州区深入挖掘
晏阳初文化资源、深化晏阳初文化交流
合作，建成了晏阳初文化广场、晏阳初大
道、晏阳初实验学校等地标性文化工程，
推动三江“晏阳初故里”特色小镇建设，

“晏阳初故里”文化名片抬头可见、放眼
可及。

“晏阳初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传奇
人物，将他的故事搬上川剧舞台，可以让
广大观众从他身上学习到一种真善美的
精神。”看完剧本后，参会的四川省川剧
院导演刘毅等10余位专家、顾问肯定了
剧本的政治性、故事性和可看性，认为其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
为了全面、真实、生动展示晏阳初感人事
迹，进一步提升剧本质量，专家学者们也
提出了要加强剧本的戏剧性、贴合川剧
艺术表现形式、提升故事艺术感染力等
建议。为剧本再次深化贡献了智慧，为大
型现代川剧《晏阳初》的进一步打磨和排
演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赖昕 邹海燕）为更好地营
造书香氛围，倡导多读书、读好书、好读
书的文明风尚，进一步提升消防救援人
员道德修养和文化底蕴，日前，广西壮
族自治区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浦
北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浦北新华书
店、浦北县图书馆、一画美术馆等单位
走进浦北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

“书香走进新消防 文化沁润火焰蓝”主
题阅读活动，以经典品读、消防专题书
籍推介、有声载体朗读、绘画、消防安全
知识科普等方式全面提升消防救援人
员的综合素养，营造浓厚的队伍书香文
化氛围。

“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面的路；书
是桥，读书接通了彼此的岸；书是帆，读
书推动了人生的船……”活动中，浦北县
全民阅读推广人邓俊远、高虹为消防救
援人员做消防专题图书推介。

“从‘橄榄绿’到‘火焰蓝’变的是颜
色，不变的是初心……”活动中，消防救
援人员代表作朗诵表演，以情演绎、以词
抒怀，用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极具感染力
的语言描绘出一帧帧激情壮阔的画面、
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面、一幅幅拼搏向
上的画卷，深情讴歌了消防员对党忠诚、
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职业操
守和高尚情怀，真情抒发了消防救援人
员胸怀梦想、奋力前行的澎湃激情，以及
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消防救援事业的执
着追求，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消防救援队
伍昂扬的精神风貌。

主题阅读活动现场还安排古筝演
奏、绘画、消防站参观等活动。此次主题
活动为消防救援人员搭建了一个思想交
流、思维创新的平台，丰富了消防救援人
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了大家的读书
学习热情。

（上接1版）
“去年一年，唐真华靠着在农场兼职就领取了

23700元的工资，家庭生活不成问题。”余青青告
诉记者，在同等工作量的情况下，自己付给困难户
的工资要比其他工人每天多一二十元。如今，余青
青的公司和农场每年吸纳用工100多人，其中常
年用工35人，季节性用工80余人，户均年增收1
万元。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农人”

2023 年，余青青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这让余青青更加专注于达成自己的愿望：让大
家通过奋斗过上幸福生活。

为了帮助周边农户抱团发展，余青青无偿为
洲上蔬菜种植户提供苗种和技术服务，累计举办

“大棚蔬菜种植”知识讲座12期，慷慨赠送辣椒、
黄瓜等苗种1万余株，向新丰村赠送15吨钢构大
棚钢管和建棚配件，并在搭建过程中提供技术指
导。为了让村民们“种好菜还能卖好价”，余青青创
办青青农产生鲜直销馆，通过“线下收购+线上销
售”的模式积极为村民寻找销路，仅2022年就帮
助村民销售2.3吨辣椒、1.5吨青刀豆、200公斤棉
花等农特产品，销售额达72万余元。

“自家地里的菜能卖个好价钱，我还能抽空在
农场打零工赚钱，感谢青青带我们赚钱！”村民刘
菊香笑着说。

也有很多想要返乡创业的人向余青青咨询成

立农场的相关经验。每次，余青青都不遗余力地将
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迄今为止，已经有4名返乡
创业人员在她的帮助下成立了农场。“我很高兴有
其他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余青青告诉记者，作
为“新农人”，自己将充分依托自身优势，把现代农
业知识和技能传授给更多传统农民，带动更多传
统农民转变成科技农人，通过科技赋能助力乡村
振兴。同时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逐步拓展农家乐、
乡村旅游，带领更多的乡亲做好“菜文章”、鼓起

“钱袋子”，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每天在田地里看到满满的绿色，看到员工们

忙碌的身影，我也收获着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余青青告诉记者，自己会继续在田野里播散爱与希
望，和乡亲们一起绘出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四川丹棱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 杨童

广西钦州市：乐享阅读书香致远

川剧《晏阳初》项目在巴中启动
以传统艺术诠释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