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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24年度春运的开启，一场特殊
的主题宣讲温暖了旅客回家的路。

2月5日，由南昌开往北京丰台的D136
次列车上，“时代新声”主题宣讲拉开帷
幕。来自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讲解员和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客运
段职工们，以互动游戏、大合唱、歌伴舞等
方式进行红色故事讲述、红色文旅推介，
给乘客带来一场不一样的列车宣讲，营造
欢乐氛围的同时，“中国红”温暖了人们回
家的路。

“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
满了鲜花……”悠扬的歌声回荡在车厢，

《再一次出发》唱出了人们心底的向往，伴
随歌声南昌客运段职工们翩翩起舞。“这是
我们在列车上举办‘春晚’的第 16个年头，
今年我们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联合为大
家带来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节目，希望给
每一位旅客带去家的温暖，也希望每一位
旅客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列车
员田科研说道。

“南昌被誉为英雄城，97年前南昌城头
一声枪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
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树
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军旗从这里
升起……南昌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人杰
地灵……”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宋
晨用知识问答的方式与旅客们进行互动宣
讲，带领乘客一起感受祖国百年奋斗，沧桑
巨变。

“十送（里格）红军，（介支个）望月亭……”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娄琦琦唱起

《十送红军》，随着耳熟能详的节奏，乘客
们纷纷加入，车厢里开启即兴大合唱。娄
琦琦通过红歌猜猜猜、文旅推介等方式与
乘客亲切互动，讲述发生在江西这片红土
地上的故事，了解江西“红”。

乘客李先生表示：“很幸运能搭乘这
趟列车，浓浓的年味让我感觉到非常幸
福温暖，年后一定要找机会带着家人到

八一馆转转，了解人民军队诞生的红色
故事。”

将红色宣讲加入春运队伍，把红色文
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列车成为移动的“博物
馆”，为春运旅途营造了浓浓的年味，传承
弘扬红色文化的同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让乘客们开开心心回家去，精精
神神过大年。

岁律更新，玉兔辞旧。龙章大启，新年
纳福。主题展览、三国庙会、人日祭圣、金沙
节庆、新春雅集、遗迹打卡、非遗互动……
成都各文博场馆与遗址的大展和游赏活动
让公众畅享“花重锦官城，万千气象新”的
巴蜀风味中国年。

据统计，春节黄金周，成都主要文博场
所接待观众近300万人次，文博文创消费同
比增长超过150%。

三国武侯 忠义喜气盈庙门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既有传统大庙会、
游喜神方和原创特展，还利用AR、VR技术
呈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国元宇宙，吸
引75余万人次来这里逛庙会、过大年。

2月 8日晚，“刘备、关羽、张飞”身着华
服登场，以川剧表演再现“桃园结义”场景，
引来观众阵阵叫好。“锣声除旧岁，喜气盈
庙门，开庙大吉！”锣声响起，“武侯祠成都
大庙会”庙门开启，威风凛凛的关羽、赵云
机甲人呈上春联送祝福，精彩绝伦的表演、
美轮美奂的灯展闪耀登场。

2 月 10 日早，一场盛大的“仿古祭祀”
正式拉开了成都武侯祠甲辰龙年“游喜神
方”活动的帷幕。“游喜神方”是成都古老民
俗，南郊武侯祠供奉的蜀汉英雄不仅是忠、
义、财、智之神，更是保佑百姓平安吉祥的

“喜神”。龙年专属小喜神们巡游派发喜神
红包、福牌、福贴，诵国学、唱童谣。“喜神小
屋”让参与三国研学的小朋友们满载而归。

聊不尽的三国故事，说不完的英雄传
奇。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还重磅推出“义薄云
天——关公主题精品文物展”，汇集全国10
家文博单位的 110余件（套）关公主题精品
文物。首次联合全国 10 余处武侯遗迹，以

“武侯遗迹联盟护照”实体文创品，开启首
届“武侯遗迹联盟护照”旅游打卡活动。

诗意草堂 人日李杜重相聚

草堂祭圣、人日唱和、浣花寻香、非遗
互动、集市迎春、背诗挑战……在成都杜甫
草堂博物馆，人们既沉醉于诗情诗意，也在
青青翠竹、婆娑老树的园林景致中品味草
堂之春。

全新打造的常设展“李白与杜甫——
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展”，对比展示李
白杜甫人生经历，呈现二人从普通士子成长
为“诗仙”“诗圣”的过程，带领观众回溯诗
歌繁盛的大唐时代和惺惺相惜的李杜友谊。

正月初七，是传说中女娲造人的日子。
“人日祭圣”在清代就成为成都春节一大风
俗，如今“人日游草堂”秉承传统民俗文化，
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
天甲辰龙年第十五届成都诗圣文化节“人
日祭拜诗圣”仪式上，手持宫灯、净瓶、花枝
和书卷等物的祭祀队伍，在古朴肃穆的乐
声中缓缓步向博物馆大雅堂，各界群众在
司仪的唱礼声中礼拜诗圣以表敬意。

杜甫茅屋前，不少观众拿起毛笔写春
联，孩子们手握剪刀和红纸剪窗花，欢笑不
断。福娃巡游草堂，为大家送上诗词闯关、
义务讲解的新春惊喜。

古蜀金沙 龙吟八方赏华灯

自 2009年起，金沙遗址博物馆每年春
节都举办“金沙太阳节”。今年太阳节以“新

春城市庆典，古蜀印加盛会”为主题推出集
“文物展览、灯会、花市、演出、美食”于一体
的龙年新春庆典，让公众在博物馆过古蜀
中国年，从世界古代文明的差异与共性中，
感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魅力。

“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汇
集秘鲁 14 家博物馆的 168 件（组）馆藏精
品，带领观众了解秘鲁古代文明的神秘与
辉煌。印加和古蜀两地先民有着共同的太
阳崇拜信仰，本届太阳节融入了太阳崇拜
和秘鲁风情的灯展与特色演出活动。

古蜀祭祀祈福、音乐剧《金沙》片段、古
蜀图语、传统杂技、魔术表演、狂欢大巡
游……200多场精彩演艺活动轮番上演。彩
灯光影艺术展特设“福龙贺春”与“龙腾盛
世”两大组团，打造长约 200米的花灯长廊
迎接八方来客。“龙耀中华——龙年生肖文
化大联展”结合生肖文化与非遗彩灯“龙”
重登场，带来“形、色、声、光、动”兼具的龙
文化盛宴。“巧匠传童心，一起向未来——
金沙主题非遗作品展”，集中展示匠人与儿
童以“金沙”“龙”为主题的上千组非遗作
品。竹编、皮影、蜀绣等非遗体验活动以及
儿童游乐区、金沙美食街、游园会、新春集
市等，也为人们春节增添更多欢乐时光。

创意成博 新春雅集溢流光

成都博物馆特别筹划推出“新春雅集”
品牌系列展览、社教和文创，人们上下立
列，徜徉徙倚，争先来成博过大年，原本每
日2万张门票提前两天就预约一空，博物馆
在春节期间每日增加线上门票 2000张，实
现与观众的双向奔赴。

“蜀风隶韵——汉代巴蜀地区名碑名
刻鉴赏”，展出《裴君碑》《李君碑》及“汉三
颂”拓片等精品碑石拓片，献上蜀隶风采大
赏。“风华万象：16—20世纪典藏珍品艺术
展”，从精美服饰到国宝级文物珠宝，展现
中西方顶级审美的交相辉映。“满庭芳：金
银器里的宋代生活”荟萃河北易县大北城
和四川地区宋代金银器窖藏，以金银璀璨
勾勒时代风华，带观众走进宋代风雅精致
的生活美学。

东郊记忆 戏聚烟火遇国潮

东郊记忆（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建筑群）
是成都极具代表性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如
今，东郊记忆正以“国潮”为底色，探索一条
工业类革命遗址活化发展的新路径。春节期
间，这里以“遇见国潮·新春有‘乐’‘戏’聚烟
火”为主题，举办 70余场特色展览和活动，
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将年味拉满。

由数字设计公司帝视特在国内打造的

首家常设展览馆“ARTE全沉浸式美术馆·
成都”创造永恒自然的魔幻景观，“你好，苏
东坡——沉浸式宋韵艺术展”数字化全景
式呈现苏东坡的人生故事与文学造诣；

“三体沉浸式艺术展”则让人邂逅宇宙秘
密……

“新春汉服文化周”吸引众多汉服爱好
者前往打卡；汉文化国风主题餐秀“蜀宴
赋”，以汉服舞礼乐礼表演、汉服换装和极
具仪式感的汉式分餐，为食客呈上新春饕
餮年味大餐；“东郊音乐戏剧市集”创新融
入音乐戏剧表演，还结合工业文化、革命文
化和春节传统文化，定制AR游戏等活动，
塑造“音乐戏剧国潮特色文化”体验，激活
节日消费“新密码”。

天府年味 熙熙春光暖人归

新一年吉祥如意的祝福与梦想，都在
成都众多文博场馆与遗址中安排妥当。

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设计
祥龙送福、五谷丰登、巴蜀寻龙、古堰探宝、
青城寻“道”等互动活动，吸引观众近 60万
人次前往打卡。如“李冰父子齐上阵 稻花
香里说丰年”的巡游见面会，“李冰父子”首
次以“上阵父子兵”形象亮相，深度解读都
江堰水利工程的历史厚度；青城寻“道”“对
弈集福”等活动让公众在“问道青城山，拜
水都江堰”文化巡游中登山步步高。

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
馆），举办“奇妙生灵：文物上的动物”新春
特展，让观众一睹陶寺遗址彩绘龙纹陶盘、
龙纹圆镇尺、战国人物龙凤帛画、十二龙九
凤冠等龙形、凤形和其他神兽仙灵文物。此
外还推出“乐趣寻游 集章换礼”“新春龙
宝 专属宠礼”“生肖盈门 增福添礼”等活
动，大受群众欢迎。

成都祠堂街—人民公园革命文物建筑
群，多个融合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艺术
作品展烘托出浓浓年味，以新年“吉语”为
主题的市集，构建“好玩”“好吃”“好看”的
深受年轻群体喜欢的消费体验场景。

成都崇州罨画池博物馆，池畔打卡《红
楼梦》，陆游祠寻踪迹、州文庙求金榜，人们

“说书”抚琴，体验脸谱作画、年俗剪纸，非
遗糖画描绘活灵活现的龙，“五谷贴画迎财
神”，好不热闹。

甲辰龙年，在成都文博场馆过大年，
领略天府文化蔚蔚之风，感受历史文脉延绵
生机，体验苏轼笔下的“蜀人游乐不知还”。
繁华处、烟火间，乡愁与期盼，雅致与安逸，
团圆与出发，都在这座厚重又温暖的千年
古都，融合出了灿然活力，传统精髓谓之
生生不息。

浙江自然博物院春节“不打烊”，以六大特展、精
彩活动和精心布置，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朋友，
吸引了众多观众参与体验，感受博物馆里的浓浓年
味。初一到初八，浙江自然博物院共迎客近13万人次，
杭州馆接待观众5.4万余人次，安吉馆接待观众6万余
人次，24小时博物馆接待观众1万余人次，开展科普活
动65场。

精心策划，六大特展丰富春节档观展体验

为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浙江自
然博物院在春节期间推出六个特别展览，和观众一起
共享文化盛宴。

“龙程万里——2024 辰年生肖贺岁展”开启浙江
自然博物院生肖贺岁展2.0版本，通过“龙韵传世”“形
神之变”“祥龙瑞彩”三个单元，多件不同类型的历史
文物，展示龙形的变迁，介绍龙文化的内涵。“人间草
木斑斓千年——中国传统植物色与古器物色对比展”
通过“草颜怡怡——草本植物色名”“木色欣欣——木
本植物色名”“精彩纷纷——与植物关联的色名”三个
板块，展出百余种植物相关的色彩以及对比色藏品，
展示源远流长的中国色彩文化。“‘浙’里有宝——浙
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题展”介绍展示了什么
是珍稀濒危动植物、浙江有哪些珍稀濒危动植物以及
如何保护，重点解读了浙江在珍稀濒危动植物抢救保
护方面取得的成就。“海怪之谜——重返海洋的爬行
动物”通过“海怪是什么”“中生代的海洋霸主”“灭绝
新生”三个单元讲述了三叠纪爬行动物由陆地重新返
回海洋的故事。“探索 体验 成长——绿水青山研学
营第一季活动展”以课题和课程路线为主线，展出“生
物多样性保护之海鸟保护计划”“种子的诺亚方舟”

“大自然的拓荒者”“小小策展人”等板块，重点展示情
景式教学与问题探究式学习成果。“人类的奥秘”通过
回答“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三个问
题，展示700多万年的人类演化史，引导观众去揭示人
类本源，探索未知世界，思考人类的未来发展。

融学于趣，特色科教活动增添文化氛围

春节期间，浙江自然博物院举办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民俗体验、非遗展示、文
创市集、研学教育等春节主题活动，推动馆藏文物活
起来，让观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气息。

杭州馆举办活动共24场，其中公益活动11场。大
年初一至大年初四连续推出4场“喜迎辰龙 新春集市”
特别活动，通过6个集市摊位，让观众了解并体验拓印、
投壶、写福字、剪窗花等中国传统年俗，感受中华文化传
承的重要性。为配合“龙程万里——2024辰年生肖贺岁
展”，杭州馆还推出了5场“龙运当头”特别活动，科教老
师带领观众深入展厅探索龙文化，了解关于龙的传说、
龙的形象是如何诞生的、与龙相关的文物等。亲子家庭
一起制作“龙头”带回家，寓意新年鸿运当头。

安吉馆开展科普活动 25 场，其中公益活动 8场。
推出新春特别活动“‘幼’遇龙年，好运连连”，科教人
员带着小朋友们一起了解中国的传统礼仪、民间艺术
和非遗文化，学习关于春节的诸多趣味知识。开展从

“小青龙”到“科目三”的新春快闪活动，“小龙”一登
场，就成为人气王。推出系列沉浸式体验活动，如地质
馆“与古生物同行”，贝林馆“疯狂动物城”，海洋馆“海
洋追踪，太酷啦”，孩子们在科教人员的带领下，齐心

协力破解线索，找寻答案，并学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保护知识。

24小时博物馆开展科教活动16场，其中公益活动
10 场。“福‘倒’啦雕版印刷”观众可以亲手拓“福”纳
春，迎“福”到家。“‘锦上添花’对联填色”观众以为对
联涂色的方式，用画笔绘出新年愿望。龙头是舞龙最
关键的道具之一，在“春龙抬头龙年头套”活动中，小
观众可以戴上亲手制作的龙头头套，化身“龙的传
人”，龙年带龙头，吉祥好兆头。在“‘龙腾盛世’舞龙灯
手工”活动中，小观众可以参观“龙程万里——2024辰
年生肖贺岁展”，并制作舞龙灯。

在专家讲座方面，古生物地层学博士、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淳为观众们作

“‘海怪’寻踪——从传说到博物馆”讲座，并深入展厅带
领观众参观特展。工艺美术大师沈秋法为观众现场制
作讲解木艺微雕作品，吸引了诸多观众驻足欣赏。

真挚为民，贴心服务打造浙自博暖心品牌

春节期间，浙江自然博物院坚持做好免费开放和
公众服务。

院值班领导、科教人员、志愿者及安保人员，服务
一线，为观众答疑解惑，送上节日温暖。

院科教人员尽职尽责，热情周到，以陈列展览和
藏品为依托，深入打磨讲解内容，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将展览所包含的信息、思想、情感，全面、客观、准确地
传达给观众，让观众深入了解展览内容和其历史文化
内涵。在科教课程中，充分运用PBL（问题驱动教学法）
教学方式，通过主题式参观、项目式学习、沉浸式体验等
方式，让小观众在有趣的课程中，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
价值，提升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浙江自然博物院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吸纳社会志
愿者和团队志愿者，为观众提供贴心服务。杭州馆志
愿者共计 144人次，服务时长 768小时。安吉馆志愿者
服务共计30人次，服务时长255小时。志愿者主要负责
协助观众预约入馆、维护展厅秩序、4D影院检票、协助
公益讲解和科教活动等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服
务之美”，是浙江自然博物院服务社会、服务公众，打
造暖心服务公益品牌的重要力量。 （执笔/骆陶陶）

龙年伊始，换新启程。春节假期，各地博物馆迎来
客流高峰，还没开馆门外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展厅
内更是人潮涌动、摩肩接踵。位于丹东鸭绿江畔的
抗美援朝纪念馆，春节期间入馆参观人数每日近 2
万，游客在这里全面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
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纪念馆精心策划推出“文博馆里过大
年——星火抚慰 战斗回响 传承光荣 永铭抗美援朝
精神”系列主题活动，其中包括红色微党课、亲子体验
活动、正月初四夜场活动等多种形式，与观众共度别
样的“红色文化年”。

新春佳节，万家灯火，和谐安宁，但在七十多年前
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志愿军又是怎样度过春节的
呢？在展厅“钢铁运输线”特别策划了“志愿军在朝鲜
的三个春节”宣讲微党课，讲解员结合场景和投影屏
为观众介绍志愿军战士们英勇冲锋，在战斗中用热
血、用胜利迎接新春的到来。伴随着讲解员的深情讲
述，观众们饱含敬意，驻足聆听。

今年春节，带孩子参观红色景区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亲子家庭日趋增多，青少年成为参观的重要成
员，不少家长利用假期带着孩子来到纪念馆，让他们
在参观中厚植家国情怀。

为了让观众感受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
全新参观体验，抗美援朝纪念馆精心推出了“新年
心愿寄语”活动，在展馆出口处设立心愿墙，为观众
发放心愿卡。一些家长指导孩子为“最可爱的人”写
下最美的新春祝福。“我自己贴！”小朋友踮起脚尖，
使劲伸长胳膊，想把自己的心愿贴高些；有的孩子
不会写字就用拼音代替：“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愿
祖国繁荣昌盛！”“好好学习，长大保卫祖国！”……
一张张心愿卡满载着浓浓的爱国情，也寄托了大家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自沈阳的 9 岁学生张欣悦说：

“以前都是在电视里看，在学校里听老师讲抗美援
朝的故事，这次来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感受更深
刻了！”

节日期间，抗美援朝纪念馆还迎来了特殊观众，
多位年过九旬的志愿军老战士从全国各地重回当年
出征的鸭绿江畔，来到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

“就从这边上，我能上！”大年初五，原志愿军第42
军 124师 370团 3营 8连的战士，92岁的志愿军老兵牛
世荣在家人陪同下专程从大连来到抗美援朝纪念馆
参观，长长的进馆台阶让很多年轻人都“望而却步”，
老人抬起头仰望着前方的抗美援朝纪念塔坚持要自
己从台阶走上去。老人说：“我的战友大都牺牲了，这

可能是我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来看他们，我得慢慢走，
好好看。”

“怎么能去拉古哨？水丰发电站还在吗？”正月初
六，93岁的铁道兵老战士一到纪念馆，就激动地询问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迫切想了解与当年作战相关地区
的现状。参观途中看到一个孩子盯着展柜中的炒面并
询问这是什么，不等讲解员回答，老战士主动给孩子
们讲解：“当时我们吃的炒面就是粮食和黄豆磨成的
粉，难咽得很啊，实在咽不下去就吃点雪。今天不需要
再吃这个东西啦！”听着老人动情的回忆，周围的人不
觉地都红了眼眶。

为了更好满足观众需求，抗美援朝纪念馆在“抗
美援朝 保家卫国”基本陈列的基础上还推出了多个
精品展览。原创专题展览“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
输线”，通过 3 个单元、92 张珍贵照片、36 块展板，生
动展现了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条“打不烂、
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珍贵历史。此外，“铁血映战
旗——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73周年馆
藏文物‘战旗’专题展”“咱们工人有力量——安东市
工人阶级抗美援朝运动”“恰同学少年——年轻志愿
军英雄群像”“意志战胜钢铁——杨振亚抗美援朝摄
影作品展”等多个专题展览，也都在临时展厅和观众
见面。

丰富的展览和特色活动，让观众在新年重温红色
历史、激荡爱国热情、厚植家国情怀，观众的热情和专
注也给工作人员带来激励。讲解员姜玥春节期间得了
急性支气管炎，面对春节游客高峰期，她晚上输液白
天坚持讲解，她说：“看到全国各地的这么多游客为了
解这段历史走进抗美援朝纪念馆，聆听我们讲志愿军
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和振奋，发自内心地为我从事
的工作感到骄傲。”

纪念馆里的“红色文化年”
宋丽萍

春节“不打烊”用实际行动诠释“服务之美”
浙江自然博物院

成都文博多游赏 锦官城头曜龙年
刘萌 史琦

让“中国红”温暖回家的路
——在南昌开往北京的D136次列车上宣讲“时代新声”

甘婷婷

张学东/摄

丁波/摄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大庙会东郊记忆（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建筑群）新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