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社址：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邮编：755000 本报逢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全年订阅价：458元 邮发代号：73 -11 印刷单位：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多功能（绿色环保）印务中心 地址：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史湖村

图说新闻

08
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李博颖
▇美编：扈红霞

国内国际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2022 年
5 月 18 日是第 46 个国际博物馆日。
国际博物馆协会将今年“5·18 国际
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博物馆的力
量”，指出 21 世纪的博物馆拥有巨
大的潜力和影响力。

何谓“博物馆的力量”？是穿越
朝代更迭、千年不灭的实物见证，还
是斑驳褪色、依旧熠熠生辉的青春
印记？

在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里，在
日益频繁的文明交流中，迸发着来
自过去、当下与未来的磅礴力量。

文化传承的力量不断发展
壮大

在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
动举办之际，由湖北省博物馆联合
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承办的主题展览

“龢：音乐的力量——中国早期乐器
文化”即将揭开面纱。崇阳铜鼓、秦
公镈等文物将惊艳亮相，跨湖桥骨
哨、楚季编钟等重要的音乐考古新
发现也将逐一登场……

“这一展览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代表性音乐文物，完整梳理了我国
早期乐器的发展历程，展示了礼乐
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态特征。”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说。

近年来，诸如此类向各地博物
馆邀约、借展而特设的大型主题展
览并不在少数。全国各地文博单位
呈现出种类齐全、资源丰富、特色鲜

明、收藏多元的显著特点。
“博物馆的力量，源于文化的力

量，来自时光的积淀。”河南博物院
院长马萧林介绍，河南博物院立足
文化内核，深入研究博物馆藏品、创
新展示传统文化元素，让河南博物
院更有力量，让传统文化更具活力。

在辽宁省沈阳，有一家独特的
共青团博物馆，收藏有 3000 余件共
青 团 奖 章 、证 书 和 入 团 志 愿 书 等 。
在玻璃展柜中，一个个奖章、奖牌，
一份份发黄的入团志愿书、申请书，
真实地诉说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走过的百年历史征程。

今年 68 岁的陆君祥是一名退休
的党校教师，酷爱收藏的他经过多
年收集筹建了这家共青团博物馆，
在家人的协助整理下，把 3000 多件
关于共青团历史的藏品分为几个不
同的时期进行展示。

“在藏品中能清晰地看到共青
团员百年不变的初心和家国情怀。”
陆君祥说，希望这家博物馆能让更
多的年轻人获得前进的力量，坚守
初心和使命，走好自己的成才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
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下，博物馆事业
取得长足发展。不同地域、不同层
级、不同属性、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均
衡发展，普惠均等的博物馆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逐渐健全。

中国建筑科技馆近日收到 46 幅
《百年武汉老建筑》系列作品，并将

作为展览补充内容常设展出。在武
汉市中心，这座开馆不到两年的年
轻博物馆已累计接待观众近 50 万人
次，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卡”地。

武汉市民刘先生在参观后说：
“中国地大物博，建筑风格的地域特
征和时代风格也各不相同。国际博
物馆日期间，我们不仅能够以轻松
的 多 媒 体 方 式 接 受 建 筑 的 科 普 学
习，观摩建筑模型，还能从另一个角
度观赏老建筑之美。”

交流互鉴的力量逐渐深入
人心

博物馆不仅是文化遗产传承和
保护的重要机构，也是珍藏着人类
共同的历史记忆、开展世界多元文
化交流与互鉴的重要平台。

成都平原的水泽孕育了灿烂又
独特的古蜀文明，一代又一代考古
学家的接续努力，让三星堆、金沙为
代表的古蜀文明遗址新的考古发现
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近年来，金沙遗址博物馆以“金
沙-古蜀文明”为依托，深化古蜀文
明与天府文化、古蜀文明与世界其
他文明的纵向和横向对比，至今已
联合国内外 30 余所文博机构，举办
了数十个专题展览，向世界展示古
蜀文明乃至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也让世界代表性古代文明的展品走
进金沙遗址博物馆。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
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
馆长姚菲感慨万千。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湖北省博
物 馆 收 藏 的 精 品 文 物 开 始 走 出 国
门，赴境外知名博物馆参展，成为我
国 对 外 交 流 最 活 跃 的 省 份 之 一 。
2012 年以来，湖北省博在美国、俄罗
斯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文物外
展 33 项，并引进意大利、新加坡、美
国、捷克等 10 个国家展览 37 项。

“博物馆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中，在增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价值，发挥着巨大的力
量。”方勤说。

展示形式日益丰富、对外交流
硕果累累，当今博物馆已高频次地
成为“国家文化客厅”，充分发挥文
物“ 润 物 细 无 声 ”的 重 要 作 用 和 力
量。通过举办进出境精品展览，有
效提升了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展
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做出了贡献。

80 岁的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
教授冯天瑜在谈到“博物馆的力量”
时说：“我平生皆乐于造访文物胜迹
与博物馆，博物馆所营造的文化场
景，使人沉醉于历史现场感，更是激
发民族之独特审美情感。延续着国
家和民族精神血脉的中华文化，有
赖于博物馆的力量，薪火相传、代代
守护。”

传承文化 传递信心
——他们眼中“博物馆的力量”（上）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
断扩大，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
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达 4430 万人，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从 2012 年 的
30%，提高至 2021 年的 57.8%，高等
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

这是记者 17 日从教育部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司长吴岩介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达到 2.4 亿，新增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达 13.8 年，劳动力素质
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全民族素质得
到稳步提高。

清 华 大 学 教 授 谢 维 和 分 析 认
为，从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变为普及
化高等教育，意味着我国在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需求方面迈
出坚实一步，也展现我国高等教育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具有更强的贡献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
既 有“ 量 ”的 变 化 ，更 有“ 质 ”的 提
升。“高等教育主动将自身发展‘小
逻辑’服务服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大逻辑’。”吴岩介绍，高校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能力持续增强，获得了
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全国
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

创新，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的一大关键词。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高校开设
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3 万余门、

在线开放课程 1.1 万余门，聘请 17.4
万名行业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专
兼职教师。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
与新医科，以及一流专业建设等，正
在成为教育优先发展的新平台，以
及创新人才成长的新平台。

此外，中国特色的高校学位授
予体系、专业目录体系和管理制度
也在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
共有 265 种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
录，目前目录内专业 771 种；新增本
科专业布点 1.7 万个，撤销或停招 1
万个，人才培养对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的适应度明显增强。

“高等教育战线以高质量为统
领，注重由要素发展观转向整体发
展观，不断探索建立与国情相适应、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与模式，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发出了中国
声音、提供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
智慧。”吴岩说。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

新华社哈尔滨5月17日电 记者
从黑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利
用中心了解到，我国唯一的寒地作
物种质资源库——黑龙江寒地作物
种质资源库，近日完成了改扩建工
程，种质资源保存容量从 8 万份提
升到 20 万份，保存能力大大提升。
这对保护我国寒地作物种质资源，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黑龙江寒地作物种质资源库，是
我国最北的种质资源库，目前共保存
野生大豆、玉米、水稻等作物种质资
源 5 万多份。其中，在资源库里保存
着黑龙江特有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野生大豆资源 2000 余份。

据黑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
存利用中心主任申忠宝介绍，改扩
建后，黑龙江寒地作物种质资源库

增加了 3 个中期库，达到 7 个，短期
库达到 2 个，实现了资源管理向信
息化、数字化转变，并对库存年份较
长的种质资源进行繁殖更新。

“通过建设国内先进的寒地作
物种质资源中期保存库，我们立足
黑龙江寒地辐射东北、服务全国，为
黑龙江省乃至全国的作物育种和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材 料 和 条 件 支

撑。”申忠宝说。
黑龙江寒地作物种质资源库副

主任李佶恺介绍，种子是根据保存年
限的不同还有用途的不同，选择适合
的保存方式。中期库的保存温度是
零下 4 摄氏度，保存年限是 20 年。

近年来，黑龙江寒地作物种质资
源研究团队已累计向社会公益提供
利用材料 6000 多份，助力我国寒地作
物种质创新、新品种培育和综合研究
利用。今年，黑龙江寒地作物种质资
源库还将征集、入库野生大豆、大豆、
玉米、水稻等作物种质资源2万份。

我国唯一寒地作物种质资源库保存容量提到20万份

新华社沈阳 5 月 17 日电 辽宁
省首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日前正式
启动运行，它的创建将破解新就业
形 态 劳 动 者 投 诉 无 门 和 维 权 时 间
长、成本高等难题，维护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合法权益。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
网约车驾驶员、快递小哥、外卖骑手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上升，
新业态发展已成为我国未来较长时
期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但与传统
就业方式相比，新业态就业群体具有
无固定时间、无固定工作场所、无固
定收入的“三无”特点，这使得新业态
劳动者劳动权益纠纷增多，他们迫切
需要解决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劳
动保护、职业培训等方面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中心实现
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劳动争议巡回
法庭、法律援助一体化运行，实现集
中受理、多元调处、裁审衔接、立审
执一条龙服务，全方位保障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介绍，
接待中心接到投诉后，将成立案件
专班小组迅速组织开展调查取证，
进行调解或审理。对劳动监察调解
不成或不服仲裁裁决的案件，劳动
者可到中心设立的劳动争议巡回法
庭，由书记员指导劳动者进行立案。

辽宁成立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心让劳动者“安心”

新华社日内瓦 5 月 16 日电 中
国代表 16 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发展权政府间工作组第 23 次会议
上发言，强调发展对人权的促进作
用，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发展问题、积
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中国代表表示，新冠疫情严重冲
击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加剧不平等。在疫后

复苏进程中，各国人民对发展挑战都
有共同关切，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都有不懈追求。发展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关键，中国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就是要唤起国际社会对发展问
题的重视，推动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为实现 2030
年议程注入新的活力，实现更加强
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中国代表强调，各国应充分发挥发
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推动实现包容普惠发展，着力解决
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
落实 2030 年议程中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
有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帮助。

本月 16 日至 20 日，人权理事会
发展权政府间工作组第 23 次会议
在日内瓦召开。

中国代表在人权理事会发展权政府间工作组会议宣介全球发展倡议

5 月 17 日，参观者在成都博物馆文创商店选购商品。近年来，成都
博物馆通过持续举办“这礼是成都”文创设计大赛等方式打造文创品牌，
同时培育孵化了系列优秀文创产品。专业的文创产品设计师通过对“镇
馆之宝”石犀、汉代陶俑等文物进行多元化设计，将文物变成“萌物”，广
受人们的欢迎和追捧。

新华社发

目前，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 40 万亩盐田进入收获时节。滨
海镇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多措并举保障春盐采收顺畅，原盐企业已
陆续开始采收作业，预计春盐产量将达到 60 万吨。图为 5 月 14 日，山东
省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金盛海洋盐场工人在整理盐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