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端午节与“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

之际，为深入践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

兴，5月 28日，吕梁日报社社长彭斌率慰

问组，专程前往临县招贤镇帮扶点开展

慰问活动，为当地儿童和老人送去节日

的关怀与温暖。

慰问活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

体，精准传递关怀。在招贤镇寄宿制小

学，慰问组全程参加学校举办的“六一”

少先队主题活动。彭斌代表报社向全体

学生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福，

勉励孩子们勤奋学习、快乐成长。这份

来自党媒的关怀，为乡村校园增添了节

日的喜庆氛围，温暖了孩子们的心田。

随后，慰问组又赶往对口帮扶村立

新庄村和小塔则村，联合吕梁市久久爱

心公益协会，深入农户家中走访慰问。

他们为村里的老人们送来精心准备的

150 盒爱心粽子和 200 件清凉舒适的 T
恤衫。这些饱含深情的节日礼物，不仅

解决了部分老人的实际生活所需，更体

现了对乡村老年群体的深切挂念。

此次慰问，是吕梁日报社发挥党媒

桥梁纽带作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

生动实践，诠释了新闻单位扎根基层、服

务人民的初心使命，将组织的关怀精准

滴灌到帮扶点的“一老一小”心坎上，为

建设和美乡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贡献

坚实的媒体力量。

记者 刘沛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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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

芳美丽满枝丫，又香又白人人

夸……”近日，兴县老年大学活

动中心传出悠扬的歌声。教室

内歌声悠扬、气氛和谐，一派其

乐融融的欢乐景象。30 多名

爱好音乐的老年人齐聚一堂，

随着老师弹奏的钢琴曲放开歌

喉，以课会友，重拾“背上书包

上学堂”的乐趣。这是兴县县

委老干部局办好“家门口老年

大学”，打通老年教育“最后一

公里”的一个缩影。

为了让老同志“出家门”就

“进校门”，该局积极探索“老年

大学+社区+协会”三方合作的

办学模式，统筹布局，构建“15
分钟学习圈”网络体系，为“老

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

不断探索新路径，打造新阵地。

“为把各方面工作做实做

细，我们专门成立调研小组，

深 入 全 县 16 个 社 区 ，展 开 全

面细致的摸底工作。”兴县县

委老干部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充分调研、掌握一手资料的

基础上，结合区域划分、社区

成熟度以及社区周边资源等

关键因素，初步形成以县政府

大楼为界，在城东、城西有序

建 立 6 个 教 学 点 的 布 局 规

划。秉持着“成熟一个建一

个”的原则，以点带面，逐步构

建县城“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

圈”，让老年群体真正享受到

“家门口”的优质教育学习资

源。在探索合作办学模式的

过程中，因地制宜挖掘各方资

源，根据振兴社区、兴县音乐

家协会同在一栋楼办公的位

置优势，大胆尝试聚合老年大

学、振兴社区、兴县音乐家协

会三方力量，创建振兴社区特

色教学点。按照“政治立校、

质量立校、文化立校”的办学

总要求三方达成协议：振兴社

区党委书记为教学点负责人，

充分发挥社区在组织协调和

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全面负

责教学日常管理等事宜；兴县

音乐家协会凭借自身丰富的

专业资源和人才优势，负责提

供优质的师资力量以及合适

的教学场地；老年大学则发挥在教学管理和教学规范

方面的专业特长，负责教学管理工作。2024 年 12 月 6
日振兴社区教学点正式挂牌成立，设置声乐、剪纸两个

班级，目前登记学员达到 96 名。同期，通过复制这一模

式，与兴县象棋协会（晋绥棋院）、桂花坪社区合作，挂

牌成立桂花坪社区教学点，设置象棋班 1 个，目前登记

的学员有 42名。

“退休之后很难找到共同的组织，现在家门口开了个

‘老年大学’，既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也便于照顾家里。”家

住振兴社区福星小区的刘阿姨，今年 59岁，她告诉记者，

她同时报了剪纸和声乐两个班，儿女们支持，自己也喜

欢，感觉晚年生活越来越精彩。

“校—社—协”三方合作办学模式，找准了三方的共

赢点，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既满足了老年群体“求知、求乐、有为”的多元需求，又通

过“银发”人才资源反哺社区建设，形成“以学促治、以治

强教”的良性循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教学点成为

社区文化新地标：音乐家协会充分发挥专业资源优势，在

社区组织各类文艺活动，展示教学成果，老年朋友参与率

高达 60%，老有所学热情空前高涨；剪纸班举办元旦春节

“送窗花”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参与，增进了居民之

间的交流与互动，让大家共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晋

绥棋院组织 2 次象棋比赛，教学点成为邻里棋艺的交流

站，社区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其次，教学点成为社区治理

主阵地。教学点的开办，推动了学治融合，激发了老年人

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以“银龄行动”为抓手，聚焦社区民

生热点，大部分学员结合自身特长，参与社区文明创建、

矛盾调处、红色文化宣讲等志愿活动，社区的邻里纠纷明

显下降，社区的和谐度明显提升。

下一步，兴县县委老干部局将持续深入挖潜，进一步

形成“校—社—协”三级联动的普惠性、下沉式老年大学

网络体系，助推全县老年教育全面扩面、增容、提效，让

小小教学点释放 大能量，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畅享优

质教育服务，满足更多老同志的“大学梦”，托起幸福“夕

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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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两节”
关 爱 同 行

民办博物馆作为我国博物馆体系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肩负着保护文

化遗产、传承地域文化以及丰富群众精

神生活的重大使命。近年来，它们在文

化传承、公共服务和社会教育等领域，

展现出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填补了

国有博物馆的空白，还凭借多元化的运

营模式与创新实践，成为推动文化强国

建设的关键力量。从法律地位的确立，

到文化保护的独特贡献，再到公共文化

服务的拓展，民办博物馆的价值日益凸

显，然而，其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亟

须政府给予更多支持。

独特文化贡献，守护历史记忆。民

办博物馆以其“窄而深”的收藏特色，在

文 化 保 护 与 传 承 领 域 发 挥 着 独 特 作

用。它们聚焦于民俗文物、民间工艺

品、行业文物等国有博物馆较少涉足的

领域，填补了收藏空白，抢救了大量文

化遗产。成都建川博物馆收藏的数百

万件近现代文物，生动展现了特定历史

时期的社会风貌；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

馆的一万多件红色文物，成为传承红色

基因的重要载体；云南摩梭民俗博物馆

通过展示摩梭传统建筑、生产工具等，

让濒临消失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以延续；

吕梁北武当古兵器博物馆则通过展示

历朝历代古兵器，开展国防教育，让人

们深入了解古代兵器背后的故事。

在活态传承与创新实践方面，部分

民办博物馆同样表现出色。它们突破

传统展览形式，采用互动展演、数字化

展示等手段，让文化“活”起来。摩梭民

俗博物馆还原祖母房生活场景，使观众

能够沉浸式体验摩梭家庭文化；河北永

昌博物馆等机构利用线上展览，打破时

空限制，推动传统文化“破圈”传播；吕

梁市葫芦文化博物馆以葫芦文化为切

入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

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多元服务拓展，丰富文化生活。如

今，我国民办博物馆数量已达 2000 家，

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三分之一，成为公

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力量。它们广泛分

布于县域和乡村，占比达 47%，显著提升

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为基层群众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遗憾的是，由

于资金短缺，一大部分民办博物馆处于

半关闭状态，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

民办博物馆与地方文化、旅游业的

深度融合，也为区域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云南泸沽湖的摩梭民俗博物馆，凭

借独特的民族文化展示，成为当地旅游

的亮丽名片，吸引大量游客，带动了区域

经济发展。部分博物馆借鉴故宫淘宝模

式，积极开发文创产品，探索“自我造血”

路径，不仅反哺了博物馆运营，还为观众

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场景。

突破发展困境，期待政策扶持。尽

管民办博物馆地位日益提升，但仍面临

诸多挑战。资金与运营压力是首要难

题，约 30%的民办博物馆经费入不敷出，

水电等费用按企业标准收取，进一步加

重了成本负担。专业能力不足也制约

着其发展，60%的馆缺乏规范的藏品管

理制度，部分存在赝品混杂、展览质量

低等问题。此外，法律与产权模糊，私

人财产与法人财产界限不清，也影响着

民办博物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为突破这些困境，未来需要多措并

举。政府应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落实财

政补贴、税费减免，将民办博物馆纳入

文化产业和旅游规划，并纳入公共文化

服务采购目录；强化专业能力建设，将

民办博物馆人才培训纳入国家文博体

系，推动职称评审与国有馆并轨；鼓励

博物馆探索多元运营模式，通过基金会

募资、政府购买服务、文创开发等方式，

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宁波设立民办

博物馆专项资金的“宁波模式”值得借

鉴，每年投入三千万元，以“以奖代补”

形式支持场馆建设、展览提升，政策实

施三年后，当地民办博物馆参观量增长

240%，文旅融合收入突破 2亿元。

民办博物馆不仅是文化遗产的守护

者，更是文化创新与公共服务的积极实

践者。在政策支持与社会参与的双重驱

动下，它们有望突破瓶颈，成为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传承中华文明的重

要支柱。只有通过制度完善、资源整合

与创新探索，才能实现民办博物馆从“量

变”到“质变”的跨越；只有通过制度性资

金保障和精准化政策供给，才能让这些

散落在民间的文化明珠，真正成为滋养

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为

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民办博物馆是文化传承新力量
□ 高宇峰

工作 研究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近日，孝义中学举办“AI赋
能精准命题大赛”，九大学科教师齐聚一堂，以人工智能

为笔，以教学智慧为墨，共同绘制教育创新蓝图。这场别

开生面的大赛，不仅为教研装上了“智能引擎”，更开启了

“人机协同”的教学新范式。

活动中，该校九大学科代表将本组教研成果与 AI科
技有效结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命制出一道道兼具科学

性与创新性的试题，并向老师们分享了自己使用 AI工具

命题的经验心得。这场大赛充分展现了 AI 赋能命题的

优势——AI技术的介入，让命题工作从经验驱动转向数

据驱动。老师们借助 AI精准把握课标要求，创设新颖情

境，深入研究教材设计多元题目，提升学生的关键能力与

核心素养。

“大赛的成功举办让我们看到了 AI与教育深度融合

的无限可能。”“AI不是要取代教师，而是让我们的工作

如虎添翼。”老师们纷纷深有感触地表示。未来，孝义中

学将继续建设智能教研平台，培育教师数字素养，创新教

学模式，让智慧课堂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沃土，为教育高

质量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孝义中学举办
AI赋能精准命题大赛

5 月 17 日正午，山西省汾阳医院门

诊楼前，梧桐叶在烈日下蜷缩。刚结束

4小时连台护理的新生儿重症室护士长

王俊玲，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向回家的路。

一抹刺眼的红色突然让她猛地停步

——一沓用蓝色皮筋捆着的百元大钞，在

风中微微颤动。她警惕地环顾四周，烈日

下的街道行人寥寥，没有人注意到这沓现

金。王俊玲弯腰拾起，触感温热的钞票边

缘有些发潮，攥在手里沉甸甸的，职业本能

让她意识到，这或许是某个家庭的希望。

“医院对面的人行道上，皮筋捆扎的

整整 7000元，太像哪位患者凑来的救命

钱了。”这样想着，她迅速掏出手机，对着

钱捆和周围环境连拍几张照片，镜头里，

钞票上方医院“急危重症绿色通道”的指

示牌格外醒目。

“石主任，我在医院门口捡到一大笔

现金，可能是患者的救命钱！”拨通总值班

石小丽主任电话时，王俊玲的声音急促。

两人会合后，在监控盲区的树荫下，石小

丽看到王俊玲指尖因紧张而微微发白：

“你看这皮筋勒出的印子，像是反复打开

又捆上的，失主肯定急坏了。”

医院警务室的监控屏幕上，12点 10
分至 12点 30分的画面被反复播放。民警

老陈的鼠标在画面上快速滑动，突然定格

在 12点 18分：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子踉

跄着跑过斑马线，右裤兜口露出半截红

色，几秒后，一沓现金从裤兜滑落。

“查住院系统！灰色夹克，中午 12
点左右在门诊附近活动。”老陈对着对

讲机下达指令。信息科反馈的名单里，

一位男子进入大家视线——他的母亲是

聋哑人，上午刚在神经内科办理住院。

“喂，小李，我是医院警务室，你是不

是丢了东西？”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

来困惑的声音：“没……没丢啊，我刚给我

妈喂完饭。”老陈提高音量：“你仔细想想，

中午从门诊出来有没有掉东西？”

病房里，小李下意识摸向裤兜，脸色

瞬间煞白。当老陈告知他钱已被捡到，

在警务室时，他飞奔而来。

警务室的玻璃门被猛地推开，小李身

后跟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聋哑老人。看到

桌上那沓熟悉的蓝皮筋捆扎的钱，老人突

然双腿一软。她颤抖着伸出手，又猛地缩

回，像是不敢相信失而复得的现实。

王俊玲走上前，轻轻将钱塞进老人

手里。老人突然抓住她的手，布满老茧

的掌心重重按在自己胸口，浑浊的眼睛

里涌出泪水，虽无法言语，却用尽全力比

出“谢谢”的手势。窗外的阳光透过玻

璃，在他们交握的手上投下温暖的光

斑。“其实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觉得这钱

对失主肯定重要。”面对记者，王俊玲揉

了揉因熬夜护理而发红的眼睛，白大褂

口袋里还露出半截听诊器。后来得知，

这 7000元是失主小李四处奔波，向邻里

亲戚借了几天才凑齐的手术费。

在扫码支付盛行的当下，这沓带着体

温的现金，折射出医疗服务的人文温度。

从发现到归还的几十分钟里，护士长的职

业敏感、医院的应急机制、民警的细致排

查，共同完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守

护。当聋哑老人用粗糙的手紧紧攥住失

而复得的救命钱时，无声的感谢早已胜过

千言万语，这不仅是拾金不昧的传统美

德，更是医者仁心在现实中的生动诠释。

7000元救命钱温情归位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娟娟张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