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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的“国
宝盛宴——《史记》中的西南边疆”展
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哀牢、句町古国
的珍贵文物。参观者络绎不绝，一群群
少年儿童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老师的带
领下前来参观，入迷地听着讲解员讲
述：哀牢古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是云
南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历时 400多
年。哀牢国鼎盛时期，号称东西 3000
里，南北 4600里，国土约 138万平方公
里，辖地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北敏金
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
雅山南麓。

牛虎铜案、青铜贮贝器、铜鼓、铜俑、
铜枕、扣饰等代表古滇国青铜器的展品
都一一展示在橱窗里。这些琳琅满目的
藏品，举世无双，其鬼斧神工的制造工
艺，向人们展示了祖先的智慧和技艺。

博物馆带给人们的是什么？省博物
馆馆长马文斗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
共有共享的宝贵财富，博物馆是保护和
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博物馆里收
藏了一切人类发现或发明的东西。博物
馆的产生，首先建立在对文物的收藏与
保存的基础上。中国的文物收藏传统，可
谓源远流长，王室收藏至少商朝即已滥
觞。到了周朝，《周礼》云：“春官之职，掌
祖庙之收藏，凡国之玉镇大宝藏焉”；周
王室还设有“守藏室”，老子便担任过“周
守藏室之史”，因此能读遍世间之书，参
透天下道理。刘邦进入咸阳后获得秦朝
王室的藏书，司马迁曾在此参考旧籍为
写作《史记》准备材料。到清代，乾隆居住

的紫禁城，既是清朝政务处理的中枢，也
是清朝文物收藏的中心，它本身更是一
座绝妙的博物馆。

最早的云南省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建
成？马文斗馆长说，要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云南省政府就把博物馆筹建
工作列为重点项目，成立了云南省博物
馆筹建委员会。当时的博物馆建在昆明
圆通寺与连云宾馆一带。

1959年，昆明市重点修建了“十大
建筑”，其中昆明军区在五一路上建起了
一座军事博物馆，这座 7层主楼的博物
馆，其风格完全是苏联式的，红星也是模
仿当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建筑标志。

上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到昆
明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后指出：每一个省
不一定都建军事博物馆，可以改为地方
性的综合历史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从
连云宾馆搬到了五一路上这座漂亮的大
楼里。镇馆之宝有牛虎铜案、鎏金骑士贮
贝器、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立像、银鎏金
嵌珠金翅鸟立像等等，这些藏品见证着
云南曾经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曾举办过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李自
健、刘自鸣、星云大师等美术大师的作品
展览。考古工作者对省内古墓葬、古遗址
的清理发掘超过上百次，获取文物藏品
2 万多件；举世瞩目的“滇王金印”出
土、李家山古墓群考古发掘，都是省博
物馆推出的累累硕果。

2006年，省政府决定，建设省博物
馆新馆，并要求建成“西南一流，国内领
先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昆明市标志性

的亮点建筑”。
经过 6年的建设，2015年 5月建成

了庄重沉稳、大气典雅的省博物馆新馆。
新馆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年，占地 150
亩、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平
面呈正方形，边长 104米，高 39米，地面
5层，共有 10个展厅。每天可接纳 2万
人。开馆后，11000多件文物进入展厅，
使馆藏文物展出量由过去不到 1%上升
到5%，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博物馆是文化对话的重要工具，是
人文展示的重点与亮点，也是文化研究
的前沿阵地。人们通过读懂馆藏文物的
内涵，得以理解历史的深度、社会文化的
广度以及人性的温度。”马文斗说。

2019年 1月，中央电视台《国家宝
藏》第二季启动，省博物馆作为全新加入
的国内 8大博物馆之一，携 3件国宝：四
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大理国银鎏金嵌珠
金翅鸟、聂耳小提琴，登上中央电视台，
讲述了 3 件国宝的故事，让滇系文物

“活”了起来，走进全国人民的视野。
当时，聂耳小提琴是《国家宝藏》上

最年轻的一件国宝，聂耳用这把小提琴
谱写出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让
每个中国人唱起来都会热血沸腾心潮
澎湃。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省博物馆联袂中央音乐学院，并邀
请该学院提琴制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著名小提琴制作家、修复专家高彤彤先
生来到省博物馆，对聂耳小提琴进行修
复工作，开启小提琴的“重生之旅”，希望

小提琴再次发声，并用它奏响《义勇军进
行曲》向祖国献礼。

2019年，省博物馆开出了这样一份喜
人的成绩单：共接待观众187万人次，其中
青少年观众60万余人次；馆藏文物总数
227735件（套），其中珍贵文物藏品14319
件（套）。先后成功举办固定陈列展、特展、
外展、精品展共21个，《远古云南——史
前时期的云南》《文明之光——青铜时代
的云南》《金沙水拍云崖暖——红军长征
过云南纪念特展》《穆夏：欧洲新艺术运
动先锋特展》《国宝盛宴——〈史记〉中的
西南边疆》《法兰西的雄鹰——拿破仑文
物（中国）巡回展览》《风花雪月——大理
白族的前世今生》《艺坛流徽》等展览绚丽
呈现。共举行184场体验活动，受众15000
余人；开发文创产品100余件（套）。同时，
志愿者服务时长超过3.6万小时，由志愿
者队伍组成的“流动巡展，多彩云南”项目
覆盖了滇西、滇西北、滇南和滇中的大部
分地区，为大众点亮了“文化自信之路”，
以博物馆为桥梁，拉近民众与文化的距
离。该项目荣获第十届中国博物馆十佳
志愿者服务团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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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
斗说。在省博物馆的有益探索下，不仅展
示了云南文物的品位与格调，更彰显出
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同时，
更好地提高公众对于文化遗产价值的认
识，切实发挥好博物馆作为文化客厅的
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李悦春

博物殿堂维系文化血脉

据新华社“雪龙2”号2月7日电
（记者 刘诗平）“雪龙 2”号极地科
考破冰船自南非开普敦港出发，经
过 15天航行，于北京时间 7日 4时
40分抵达南极长城站附近海域。

长城站是“雪龙 2”号抵达的第
二个南极考察站。此前，“雪龙2”号
在南极中山站完成破冰试验、在南
大洋宇航员海结束综合调查后，向
北穿越西风带，停靠开普敦港进行
人员更换和物资补给，1月 23日驶
离开普敦港第二次前往南极地区。

“鉴于风浪较大，我们在长城站
附近海域漂航，计划等明天风浪较
小时，执行中国第36次南极考察队
长城站卸货任务。”相关负责人说。

““雪龙雪龙22””号再赴南极抵达长城站号再赴南极抵达长城站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安蓓）
记者 7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
国将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政策举
措、强化服务保障，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
质量发展。到 2025年，全国各类返乡入
乡创业人员达1500万人以上，带动就业
人数6000万人左右。

国家发改委等 19个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提出经过3年至5年努力，支
持返乡入乡创业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返乡入乡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主
体活力进一步迸发，产业转移承接能力
进一步增强，带动就业能力进一步提升。
到 2025年，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返乡入乡创业产
业园、示范区（县）。

意见提出六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返乡入乡创业营
商环境。推进简政放权，优化创业服务，
培育中介服务市场，构建亲商安商的良
好环境。二是加大财税政策支持，降低返
乡入乡创业生产经营成本。创新财政资
金支持方式，实施税费减免。三是创新金
融服务，缓解返乡入乡创业融资难题。加
大贷款支持，引导直接融资，创新担保方
式，扩大抵押物范围。四是健全用地支持
政策，保障返乡入乡创业生产经营空间。
优先保障返乡入乡创业用地，完善土地
利用方式，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五是优化
人力资源，增强返乡入乡创业发展动力。
强化创业培训，大力培养本地人才，加快
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共建共享，加强人才
引进。六是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强化返
乡入乡创业基础支撑。完善基础设施，搭
建创业平台，优化基本公共服务。

新华社天津2月7日电（记者 周润
健）今年元宵月恰逢“十五月亮十六圆”，
即 9日最圆，巧合的是，年度首场“超级
月亮”也在9日现身，这也意味着我国公
众当晚可以欣赏到一轮“超级元宵月”。

据了解，“超级月亮”指的是月亮位
于近地点时正好出现满月（也称望月）。
由于月亮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非标准
的椭圆形，在运转过程中，其距离地球时
远时近，因此，满月发生时月亮离地球越
近，人们看到的满月也就越大。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超级月亮”2020
年会上演“四连发”，月球距离近地点都
不是很远，公众用肉眼观赏无甚差别。其
中，首场“超级月亮”发生在2月9日。

今年元宵节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根据天文精确推算，9日15时33分为“望”，
此时月亮呈现“最圆”；11日4时月球过近
地点，月地之间的距离约 36.04万公里，
比月地的平均距离 38.44万公里近了约
2.4万公里，此时的月亮看上去更大一些。

“超级月亮”巧遇“最圆元宵月”无疑
为人们赏月增添了看点和情趣。那么，如
何欣赏这轮“超级元宵月”呢？史志成建
议，人们不妨从观赏月出开始。在日落后
不久，圆嘟嘟、亮晶晶的月亮就会从东方
冉冉升起，仿佛在为人间家家户户送去
祝福。而月上“中天”时，恰是赏月的最佳
时机，此时，月亮高度角最大，穿过的大
气层最薄，使月光最明亮。鉴于当前这个
特殊时期，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在自家阳
台观赏，静候“皓月顶空照”的美景出现。

19 部门出台意见推动
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年度首场“超级月亮”
巧遇“最圆元宵月”
天宇上演“超级元宵月”

本报讯（记者 尹瑞峰）春节前，
我省召开省委政法工作会议，云南省
2019年度见义勇为群体和个人受到表
彰，其中包括1个见义勇为英雄群体、1
个见义勇为先进群体、1名见义勇为英
雄、12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荣获见义勇为英雄群体的谢朝
勇、王崇宇夫妇，面对溺水儿童，丈夫
谢朝勇果断跳入水中，抓住孩子奋力
朝岸边游，妻子王崇宇也跳下水，朝丈
夫和孩子方向游去，谢朝勇奋力把孩
子递给妻子，王崇宇接过孩子，使劲
往岸边游去，最终将孩子救上了岸，
可丈夫谢朝勇却因体力不支不幸溺
亡；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获得者王红
梅、王洪金，面对穷凶极恶的持刀行凶
者，赤手空拳与其搏斗，最终制服了行
凶者……他们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人
民生命财产受到危害的紧急关头，临

危不惧、挺身而出，坚决同违法犯罪行
为作斗争，积极参与灾害事故抢险救
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时代正气之
歌，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注入了
强大精神力量。

省政府号召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以
受表彰的群体和个人为榜样，学习他
们见义勇为、满腔赤诚的英雄气概，学
习他们舍己为人、崇德向善的高尚情
操，学习他们勇于担当、一往无前的忘
我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让社会充满正能量。要求各
地各部门大力宣传见义勇为群体和个
人英雄事迹，切实维护见义勇为人员
及家庭合法权益，共同营造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良好社会氛围，
共同维护和谐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云南、法治云
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七届云南省道德模范事迹

新春走基层

“佤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
就会跳舞。”陈红疆出生在沧源佤族自
治县单甲乡永改村，因从小喜爱音乐
和舞蹈，13岁时，她便被招入县民族
歌舞团，开始了她的舞蹈生涯。后来由
于严重的腿部伤病，陈红疆不得不告
别最爱的舞台。前几年，她的双腿又受
到两次意外重创，险些危及生命，但陈
红疆凭着热爱生活的坚强信念，一边
与病魔抗争，一边创出了一份把家乡
美传播出去的“美丽事业”。

2015年，经过多年累积，陈红疆成
立了沧源县巴绕民族服饰工艺品有限
责任公司。为了让公司顺利运营起来，
陈红疆拖着生病的身体操持着公司的
大小事情，进布料、点货、验货、做宣
传、找客户、研究设计、量体裁衣、销售
所有环节无不倾注着她的心血。陈红疆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顾客为上”的经营
理念，在创意上大胆创新，结合沧源各
地佤族的服饰特点，在不失佤族原有元
素和色彩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设计理
念，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顾客身着
美丽的佤族服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
容，成为她努力坚持的最大动力。

一次，缅甸一对新人前来定制婚
服，由于登记的交货时间有误而未能
按时完工。婚礼头一天，陈红疆想到两

位新人可能因无法穿上结婚礼服而一
生遗憾，连夜让员工加班缝制，第二天
一早便派人把货送到永和边境口岸，
并免费将礼服赠送给了两位新人。在
陈红疆诚信经营下，公司订单越来越
多，产品已走出国门，公司的年收入总
额也从最初的 30万元提高到现在的
200多万元。

“在我生病和创业期间得到了别人
的关爱，我也要用实际行动去回报社
会。”陈红疆的公司人员从最初的3人，
发展到现在的17人。其中，下岗工人8
名、残疾人6名、建档立卡贫困户1名、大
中专生2名。残疾员工鲍东美热泪盈眶
地对她说：“一直以来我都是依靠家里养
着，从不敢想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

汗水不会白流，梦想一定会实现。
这几年来，陈红疆的公司产品参加了
第十届昆明泛亚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
博览会，产品受到较好评价；公司被评
为2016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先进单
位”；公司产品代表县民族服装参加了
全省文博会；参加第五届亚洲微电影
艺术节暨临沧第七届边境经济贸易交
流会开幕式民族服饰展演；参加秘境
沧源“佤山霓裳——佤族服饰展”活
动，为世人展现了佤山服饰之美。

本报记者 李翕坚

春节前夕，位于首都商业中心王
府井大街的APM商场里满是采购新
春礼物的消费者。在商场一楼中心区
域，“‘筑梦深山——千年彝绣’深山集
市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专场”内，以
精美彝绣手工艺品为代表的彝州名特
优产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少顾
客停下脚步，上前询问了解、拍照留

念，精心挑选购买心仪的商品。
以“筑梦深山——千年彝绣”为主

题的深山集市楚雄州专场活动在北京持
续至2月16日，将全面展示并有力助推
以彝族刺绣、服装服饰为代表的彝州名
特优产品更好地走向市场，全面提升“中
国彝乡·滇中翡翠·红火楚雄”的吸引力、
影响力和美誉度。 本报记者 饶勇

我省表彰2019年度
见义勇为群体和个人

临沧市沧源县巴绕民族服饰工艺品有限责任
公司经理陈红疆——

致力展现佤族服饰之美

楚雄

千年彝绣进首都

福贡

怒族新寨春意浓
黄昏，一抹夕阳落在碧罗雪山山

顶，将朵朵白云晕染成橙红色，把福贡
县匹河怒族乡知子罗村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装点得格外美丽。

趁着空闲，搬迁户李金春到棒球
扶贫车间打扫卫生，整理棒球、针线。

“清理一下，过年后好干活。”李金
春说，大家都是第一年在新家过大年，
特别兴奋。大年三十，都忙着张罗饭
菜。自己早就准备好过年用的东西，丈
夫和邻居在家里准备晚饭，她抽空到
扶贫车间打扫一下卫生和整理材料，
为过年后开工做准备。

知子罗安置点建在碧罗雪山山

腰、老知子罗的山坡上，这里茶山
环绕，松林茂密，白云缭绕。8 幢仿
古典安居房美轮美奂，与对岸的皇
冠山、近处的茶山交相辉映，被誉为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美丽的安置
点，这里居住着 122户 404名怒族搬
迁群众。

“吃饭啰！吃饭啰！”爆竹声声中，
李金春笑呵呵地端上了蒸鱼。“大家
举杯，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祖国更加繁
荣富强，祝福怒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
美好。”美丽的新居里，祝福声声，春
意融融。

本报记者 李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