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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市：近70家城市书房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
◎ 李鑫津

新闻集装箱

被誉为“八闽雄都、神州名府”的福州，历
史上曾“五次为都、六次扩城”。历经沧桑巨变，
一条以“三山两塔一条街”为标志的城市中轴
线，在2200多年的建城史上却不曾移位，犹如
脊梁支撑着城市发展，串联起古城历史脉络，
承载着闽都独特神韵。

这条中轴线北起屏山，沿鼓屏路、八一七
路、解放大桥至烟台山，长约6.5公里，沿线历
史文化遗存丰富。镇海楼、冶山春秋园、三坊七
巷历史文化街区、烟台山历史风貌区等文化地
标，自北向南“珠落玉盘”，成为闽都文化的重
要荟萃地、展示地。

中轴线沿线，乌山、于山、屏山三山鼎峙，
白塔、乌塔分立在“一条街”即八一七路两侧，
是福州古城的标志性景观。伴随着城市建设，

“三山两塔”视线通廊曾一度受到干扰。
“从2007年开始，福州就对中轴线沿线的

建筑风貌、高度、色彩等从严管控，以新建建筑
高度为例，‘三山两塔’之间不得高于24米、中
轴线沿线不得高于40米，让市民能够一眼望
见‘三山’。”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孙良辉说。

围绕“显山露水”做文章，推进中轴线沿
线风貌整治。拆除乌山上盘踞山头的自建民
房、单位宿舍，打通山体与周边开放空间的视
线联系；攻坚白马河、安泰河、屏东河等内河
整治，“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成为标配。城
市品质在山脉水韵与历史文化的交相辉映中
得以提升。

沿乌山拾级而上，古木葱茏、古厝林立，一
处处摩崖石刻掩映在草木之间。登上制高点邻
霄台俯瞰，但见内河蜿蜒、山峦叠翠，鳞次栉比
的古厝与错落有致的楼宇，勾勒出高低起伏、
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轮廓线。

发轫于晋、形成于唐、兴盛于明清的三坊
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是福州城市中轴线上的一
颗璀璨明珠，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
觉民等风流人物。漫步坊巷之间，古榕亭亭如
盖、古街纵横连通，一处处古厝白墙黛瓦、曲线
山墙、飞檐翘角，赓续着闽都文脉精髓。

位于三坊七巷宫巷的沈葆桢故居，完整保
留了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建筑形制，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17个月“修旧如
旧”，沈葆桢故居修缮工程于2024年10月通过
验收。

“在修缮过程中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
状’的原则，以‘镶牙式、渐进式、微循环、小规
模、不间断’为特色，力求真实还原古建原貌。”
福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何晓斌说，“在保护修缮
的同时，陆续开放陈列布展并对外开放，使文
物建筑焕发新活力。”

从“保下来”到“活起来”再到“火起来”，在
中轴线沿线福州古厝集中连片分布的历史文
化街区，活化利用理念的更新，引领城市文脉
历久弥新。

别称“海军巷”的朱紫坊街区，重点打造漆
艺非遗展示、文化休闲、金融服务等业态，将历
史与现代、文化与经济有机融合；承载着福州商
业兴衰历史记忆的上下杭街区，依托永德会馆、
南郡会馆等古厝资源，挖掘展示闽商文化；闽江
南岸的烟台山历史风貌区，瞄准年轻客群引入
成熟的商业模式，成为福州的时尚新地标。

“中轴线文化地标串珠成链，通过培育古
厝文旅品牌，推动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福州市
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寿良说，2025年春节期
间，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景区旅游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14.56%、20.99%、18.74%。

（新华社王成）

四川阆中市
礼遇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本报讯（阆中文）金蛇起舞江山秀，瑞
气呈祥岁月新。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关
爱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浓厚氛围，给予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崇高的社会礼遇，推
动全市上下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
锋，近日，阆中市文明办携手四川嘉陵江文
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邀请阆中市历届
国家、省、市道德模范及身边好人代表，在
落下闳大剧院观看大型文旅表演——《阆
苑传奇》。

表演现场，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在舞
台上翩翩起舞，用最纯粹的艺术形式，诠释
着古代文明的独特韵味。《阆苑仙葩》《万夫
莫敌》《千年绝恋》等节目，将高科技手段和
传统艺术完美结合，展现了阆中古城如诗
如画的自然美景、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和
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阆中市通过制定实行《阆中市
礼遇帮扶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实施细则》，
发布8大类24项贴心礼遇，涵盖康养医疗、
资金帮扶、公共服务、教育文化、生活慰问
等方面，彰显了关爱礼遇道德典型的价值
导向，在全社会营造了崇德向善、德行天下
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3月2日，值学雷锋
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由广州市委社会工作
部、市民政局、团市委指导，广州市越秀区委
社会工作部、区民政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团区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越秀区
北京街道党工委联合举办的“志愿全运 新彩
越秀”——越秀区2025年学雷锋志愿服务主
题月活动暨北京街道盐运西“志院”社区“一
老一小一新”志愿品牌项目发布活动在盐运
西社区开展。

活动现场发布越秀区“3·5学雷锋”志愿
服务主题月活动内容，遍及全区的近百场志
愿服务活动将在整个3月走进广大市民群众
身边。同时，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

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越秀赛区新彩越秀全民志愿行动
正式启动，将推出活力越秀、绿美越秀、微笑
越秀、文化越秀、幸福越秀五个方面的品牌
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广大市民营造“迎接全
运、参与全运、共享全运”的热烈氛围。广州
市越秀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北京街道聚焦

“老”“小”“新”三大重点服务群体，在活动现
场还正式开启盐运西社区“一老一小一新”
志愿服务综合示范阵地建设，发布 2025 年

“志愿暖夕阳”十大“为老”志愿服务、“志愿
童成长”十大“护童”志愿服务、“志愿新活
力”五大“暖新”志愿服务等“一老一小一新”
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慈善公益与志愿服务具有一脉相承的属
性，在启动仪式上，广州市越秀区发布了以

“善暖四季”为主题的2025年十大公益服务
项目，在尊老爱幼、扶贫济困上持续发力，将
为困难群众提供精准帮扶，擦亮越秀慈善公
益帮扶品牌。据了解，越秀区自2022年9月启
动越秀善行“1+1”关爱行动以来，凝聚街道与
社会组织合力，共行善举、携手同行，建立以
社区慈善（志愿服务）工作站为纽带、慈善公
益为核心、志愿服务为支撑、社会组织多元参
与的基层慈善和志愿服务平台，推动设置为
老、助童公益项目36个，开展专项公益活动
54场次，累计募集善款294.37万元，服务“一
老一小”近1.8万人次。

34家高校联合发起
浙江省高校学雷锋联盟
在浙江农林大学成立

本报讯（纪驭亚 陈胜伟）3月 2日，在
第 62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国学
雷锋活动示范点浙江农林大学“雷锋班”
和《雷锋》杂志社共同牵头，中国美术学
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 34家高校联合
发起的浙江省高校学雷锋联盟在浙江农
林大学成立。

成立仪式上，进行了浙江省高校学雷
锋联盟揭牌、浙江省高校学雷锋青年志愿
服务总队授旗、第一批联盟成员单位授
牌，并由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当天，还
举行了联盟理事单位授牌、浙江省高校学
雷锋联盟旗帜移交，各代表审议通过了浙
江省高校学雷锋联盟章程。浙江农林大
学、温州医科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
10所高校当选浙江省高校学雷锋联盟首
批理事单位。

据悉，浙江省高校学雷锋联盟成立
后，将组建浙江省高校学雷锋志愿服务
总队，负责开展学雷锋主题志愿服务；组
建新时代雷锋精神宣讲团，邀请学雷锋
先进组织、榜样人物、专家学者等进校园
宣讲；协同各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
锋活动，推动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和制
度化；加强各高校团委、学雷锋组织间的
交流与合作，共享资源，形成合力；定期
举办学雷锋活动的经验分享会、培训会，
促进高校学雷锋活动高质量发展；宣传
和推广学雷锋活动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人
物，扩大社会影响力；开展新时代雷锋精
神研究，形成浙江省高校学雷锋研究成
果；开展学雷锋专项社会实践，深入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仪式上，围绕“潮涌之江传锋范，青
春浙江共锋行”主题，二级英模、北京军
休榜样、《雷锋》杂志社雷锋精神传播中
心主任卜金宝，“浙江好人”、全国百名最
美生态环境志愿者、金华雷锋事迹馆副
馆长王平，“中国好人”、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最美志愿者孙
嘉怿，中国美术学院团委书记徐增鎏，浙
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党委主持工作副书
记徐达受邀分享了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
体会。

当天，浙江省高校学雷锋联盟首批
理事单位还举行了圆桌会议，就学雷锋
活动开展多层次交流。全体代表参观浙
江农林大学的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服
务窗口、马克思主义学院红藏室以及乡
村振兴馆。

本报讯（马海波）2025年3月5日是第62
个学雷锋纪念日。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把“学
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贯彻到基层，落实到
实处，助力基层治理，2月28日，“学习雷锋精
神 奉献青春力量”——东湖高新区2025年中
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在东湖高新区花山街道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东湖高新区相关领导表示，
各相关单位要正面引导、深入挖掘，讲好志愿

服务光谷故事，做到“讲好一个事迹，带动一
群好人”，激励更多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将
志愿文化融入日常学习工作生活，形成“雷锋
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的社会
共识。

活动期间，武汉工程大学的歌舞《我们》、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诗朗诵《月光下的中
国》、光谷三初付佳文老师的歌曲《不忘初
心》，展现了光谷青年在文明实践中昂扬向上
的精神面貌。

据悉，这是东湖高新区“我为群众办实
事”文明实践系列活动持续开展的第5年，活
动在每年的3月5日左右启动后持续全年，该
项目旨在统筹整合全区相关职能部门、文明
单位的政府资源、社会资源等进园区、进企
业、进街道、进社区，为基层解难题，为企业办
好事，为群众办实事，也为每一位光谷志愿者
搭建起开展志愿服务的广阔舞台，让每一位
群众在文明实践中真正受益，使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在光谷蔚然成风。

广东广州市越秀区将开展近百场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东湖高新区：学习雷锋精神奉献青春力量

“以扬州四大书院命名，如运河流水般造
型的书院阅览区，通过触摸屏可以涂鸦、临帖
的书法桌以及内置3000余种图书、1000余种
视音频文件的线上阅读瀑布流……没想到扬
州的城市书房可以这么文艺又智能。”前不久，
外地游客曹艳在驾车旅途中来到扬州广陵服
务区休息，偶然间被散发着暖黄色灯光的城市
书房吸引，她说，“一进来便不想走了，在这里
能感受到扬州的文化精髓，更让我有了想要到
扬州城里转转的冲动。”

近年来，江苏省扬州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
的需求变化，坚持在城市繁华区域、离老百姓
近的地方建设城市书房，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
放，目前已累计建成近70家，城市书房已成为
扬州的“精神新坐标”。

24小时开放打破的是时间限制，如何进一
步打破空间距离限制，让阅读随时随地、触手
可及？扬州市图书馆馆长朱军说：“真正打通阅
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推动阅读全面嵌入

市民生活的重要方向。近几年，扬州市图书馆
通过‘数智赋能、主客共享’，以‘科技+服务’的
方式助推智能化改革，打造数字图书馆服务网
络初见成效。”

“‘扬图速递’简直太方便了！把想借的书
告诉工作人员或在线上小程序下单，很快就
可以借到书。”“我平时工作忙，泡书房的时间
不多，大部分都是在智慧城市书房平台获取
电子书资源。”“喜欢城市书房的N个理由：离
家 近 ，有 设 计 感 ，全 市 各 个 书 房 通 借 通
还。”……这些都是读者在扬州市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下的留言。

2020年起，扬州市图书馆推出“扬图速递·
悦读到家”网借服务，通过“手机+物流”的形
式，将书籍送到距离读者最近的城市书房或邮
寄到家。据统计，2024年扬图速递网上借阅平
台全年接受订单9376件，共打包外借图书近3
万册。

为进一步方便读者，提升阅读品质与

效率，2023 年，扬州以市图书馆为核心，发
起图书馆联盟，联合全市区域内各类图书
馆以及分散各处的城市书房，打造完善的
资源共享平台，包括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联合目录等。“读者只要在主城区任何一家
加入联盟的书房办理读者证，就可异地借
还书。”朱军说。

在图书馆联盟基础上，扬州同步开启智慧
城市书房平台建设，该平台依托扬州市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不仅提供书房智能导航、智能语
音讲解及AR全景预览，还打造党建与少儿数
字主题书房，配置丰富的电子图书供全文观
看。与此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各个城市书房
的借书信息和各个区域读者的阅读爱好，实行
精准购书、精准配书，并绘制扬州城市阅读地
图，与喜马拉雅合作打造听书板块，极大地满
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去年8月17日正式上线的扬州古籍数字
资源平台，令喜爱研究历史的王炎欣喜不已，

“以前找不同版本古籍，要跑好几个地方，现在
在平台上搜索关键词，相关古籍很快就出来
了。而且能对照阅读，随时随地打开手机就能
看，还能做笔记，效率大大提高。”

“古籍数字资源平台”作为扬州智慧城市
书房平台的一部分，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将图书
馆的古籍资源进行存储、发布及管理，让读者
可以一键式检索扬州特色历史人文知识。扬州
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徐时云介绍，目前平台已
上线85部古籍、6万多筒子页，向公众无门槛
开放。截至目前，“古籍数字资源平台”的浏览
量已超过3万次，未来该平台将持续更新，联盟
内各馆的古籍资源全部“上云”。

2024年“扬州城市书房建设”入选全国15
家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也是江苏省唯一入选项
目。朱军表示，“2025年，扬州市图书馆将开通
业务数据大平台，深度整合主城区文化资源，
实现联盟内各馆的联采联编，促进资源共享，
让袅袅书香随时随地触手可及。”

我国大熊猫、雪豹等
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增长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 胡璐）3
月3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记者3日从国
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旗舰物种种
群数量持续增长，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由
20世纪 80年代约1100只增长至近1900
只，雪豹恢复至1200多只。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我
国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增加资金投入，
统筹推进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旗舰物种
种群数量持续保持增长态势，栖息繁衍环
境稳步改善。

根据最新监测结果，大熊猫野外种群
总量由20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增长至近
1900只，雪豹恢复至1200多只，东北虎、
东北豹数量分别由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之初的27只、42只增长至70只、
80只左右，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由40
年前仅存2群、不足10只增长至7群、42
只，朱鹮由发现之初的7只增长至7000余
只，亚洲象野外种群由150余头增长至300
多头，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至30多万只。

在野生植物方面，野生攀枝花苏铁增
长至38.9万株，成为欧亚大陆自然分布纬
度最北、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株数最多、分
布最集中的天然苏铁群落。德保苏铁、杏黄
兜兰、报春苣苔、猪血木等206种濒危植物
实现了野外回归，华盖木、云南蓝果树等多
个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恢复。华盖木由6株
增长至1.5万多株，被发现时仅存3株的百
山祖冷杉已野外回归4000余株，被发现时
仅存1株的普陀鹅耳枥已野外回归4000余
株，人工苗数万株。

这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林草局
将结合编制“十五五”规划，开展野生动植
物保护规划专题研究，扎实推进自然保护
地体系、国家植物园体系及旗舰物种保护
研究中心体系建设，完善野生动植物及重
要栖息地和鸟类迁飞通道保护监测体系，
强化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网络、陆生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网络建设，全面提升
野生动植物保护能力和水平，推动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三山”留胜迹 古厝展新颜
——福州打造城市中轴线文化地标

四川妇女运动史馆正式开馆

本报讯（李丹）在第115个“三八”国际
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3月3日，四川妇女
运动史馆正式开馆。据了解，该馆是集妇女
爱国主义教育、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妇女干
部培训、家风建设研学、巾帼建功示范于一
体的思想教育阵地。

四川妇女运动史馆位于四川省妇女儿
童中心大楼10层，展陈面积约500平方米，
由“自古蜀女多才俊”“休言女子非英物”“妇
女能顶半边天”“巴蜀女儿多奇志”“出彩人
生绽芳华”五个篇章组成，共陈列珍贵图片
300余张、各类展品100余件，综合运用图
文展览、实物展陈、声光影音、场景模拟、互
动体验等多元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妇女投身革
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生动讲述
了巴蜀女儿舍生取义、坚韧不屈的英勇事迹
和炽热深沉、至真至纯的家国情怀。

“四川妇女运动史馆的建成开放，具有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和时代价值。”四川省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王华蓉表示，省妇联将通
过加强宣传推介、丰富教育活动、拓展合作
交流、深化妇运研究，用好用活这一新阵
地，带领全川各族各界妇女在新征程践行
初心和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
川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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