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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博物馆热”保持恒温
□本报评论员 薛静

  “走啊，逛博物馆去。”最近经常能听到
亲朋好友之间类似的邀约。与其他社交方式一
样，逛博物馆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
  去博物馆，到底看什么？有人说，眼前看
到的是文物，心里装着的是历史。透过一件件
沉默的文物，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去亲身感
受那一段段真实的历史岁月。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文化面貌迥然不同，
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是提升社会整体文化素养的
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说，“博物馆热”更多

折射出了人们对深邃历史文化的强烈求知欲，
以及对精神世界永无止境的探索渴求。“我们
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哲学史上
的经典三问，答案或许就藏在博物馆中。如果
能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吸引更多人到博物馆汲取
丰富的精神营养，不仅能有效守护历史文化根
脉，也有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发展。
  这需要博物馆做好创新的大文章。一方面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以通俗易懂和喜
闻乐见的方式，建立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连接
点，将好故事、好作品传播出去，引导群众主
动走进博物馆、走近历史文化中。另一方面，
综合运用人工智能、AR、VR等数字化、智能
化手段，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文物可触可感、
能解能悟，真正拉近文物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博物馆热”是一场博物馆与大众的“双
向奔赴”。走进博物馆不是最终目的，让大众
认识、理解、爱上博物馆，才是推动“博物馆
热”长久下去的动力所在。对我们而言，借由
博物馆这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多读书、多思
考、多感悟，唤起更多人对历史的热爱和探索
欲望，方能不负历史文化传承之责。

  走进博物馆聆听历史故事，通过沉浸
式展览与文物“亲密接触”，将新奇有趣
的文创产品带回家……当前，优秀传统文
化受到热捧，越来越多的人将博物馆作为
必去的“打卡点”，博物馆游热度持续攀
升，“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成为潮
流，热门场馆常常一票难求。
         （据《光明日报》）

前2个月潍坊市外贸进出口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伟）近日，
记者从潍坊海关获悉，2024年前2个月潍坊市外贸进
出口总值498.1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去年同期（下
同）增长15.2%。其中，出口316.7亿元，增长5.1%；进
口181.4亿元，增长38.4%。
  总体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前2个月，
潍坊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稳居全省第3位，增速高于全

省11.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6.5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占比逾8成。前2个月，潍坊市民营企业
进出口418.7亿元，增长19.2%，占84%；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67.6亿元，增长0.3%，占13.6%；国有企业进出
口11.8亿元，下降13.6%，占2.4%。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拉动进出口增长的主
力，东盟为最大贸易伙伴。前2个月，对东盟、欧盟、拉

美、中东、韩国分别进出口160.8亿元、43亿元、33.8亿元、
33.4亿元、29.4亿元，分别增长76.9%、6.3%、18.6%、45.7%、
8.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07.4亿元，增长
30.2%，拉动全市进出口增长16.5个百分点。
  劳动密集型产品、橡胶轮胎等优势出口产品增长
较快。前2个月，劳动密集型产品、橡胶轮胎分别出
口77.7亿元、17.7亿元，分别增长31%、13.8%。

六部门发文明确预制菜定义和范围 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列氢能源

市域列车成功达速试跑

  新华社长春3月21日电 列车启动，速表上的数字
快速提升……3月21日上午，由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自主
研制的我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位于长春的中车长
客试验线进行了运行试验（上图），列车成功以时速160
公里满载运行，实现全系统、全场景、多层级性能验证，
标志着氢能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取得新突破。
　　不同于传统列车依靠化石能源或从接触网获取电
能驱动，这次成功达速运行的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内
置氢能动力系统，为车辆运行提供强劲持久的动力
源，试验数据显示，列车每公里实际运行平均能耗为
5千瓦时，满足车辆设计的各项指标要求，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这款列车应用了多储能、多氢能系统分布式的混
合动力供能方案，同时采用了中车长客自主开发的氢
电混动能量管理策略和控制系统，实现了整车控制的
深度集成，大幅提高能量利用效率，同时提高供能的
灵活性和可靠性，最高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以上。
　　据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新技术研
究部副部长王健介绍，中车长客在完成氢能源市域列
车氢动力系统及其关键部件耐久、高低温、振动、电
磁兼容、防火安全等方面试验验证的基础上，进一步
开展了不同速度等级下能耗、续航里程、可靠性、牵
引、制动、动力学等整车试验，首次验证了氢能列车
在-25℃至35℃环境温度下的实际性能，试验结果中
各指标均达到车辆设计要求。
　　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试验是我国轨道交通行业在
氢能源技术研发应用中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助推
实现高端交通载运装备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为我国交
通载运装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科技支撑。

云海二号02组卫星发射成功

  3月21日13时27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远征三号上面级，成功将云海
二号0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云海二号02组卫星主要用于大
气环境要素探测、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
验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513次飞
行。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
门21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通知明确了预制菜
定义和范围，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推广餐
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
　　通知聚焦预制菜范围、标准体系建设、食品安
全监管和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4个方面，强化预制
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保障
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关于预制菜范围，通知明确应当兼具预制化和
菜肴的特征，突出工业化预加工特点和菜肴属性，具
备和符合规模化、标准化、洁净化、规范化食品生产
加工特点和要求，强调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
　　在强化预制菜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方面，通知

提出规范预制菜食品安全要求，研究制定预制菜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推进预制菜标准体系建设。
　　企业生产预制菜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符合国家关于预包装食品法律法规和标准有关要
求，加强进货查验、过程控制、出厂检验、贮存运
输、销售使用全环节的风险管控。
　　预制菜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过程中，对
环境、温度、湿度、光照等有较高要求，不同类别
预制菜应严格符合相应的冷冻冷藏等条件要求，以
保障食品安全。
　　在统筹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通知
要求增强优质原料保障能力，提升关键技术创新研
发水平，积极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支持地方推
进预制菜产业集聚区建设。

我国公证服务将缩短办证期限便民提速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司法部21日对外发布
通知，为深化公证减证便民服务，决定自2024年3
月至12月在全国开展“公证减证便民提速”活动，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标准，优化公证流程，创
新工作方式，有效提升公证服务质量和办证效率。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介绍，为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办证耗时长、多次跑等突出问题，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满意度，通知要
求缩短办证期限，对于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证明
材料充分的公证事项，将出具公证书的期限分别压缩
到5个工作日或者10个工作日之内。鼓励公证机构采
取创新申请方式、优化服务流程、加强业务协作、推进
信息共享等措施，进一步压缩出具公证书的期限。
　　在精减证明材料方面，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公证

事项证明材料清单（2023年版），以公证机构清楚
告知、当事人诚信守诺为基础，对于基本条件具
备、主要证明材料齐全仅缺少次要材料的公证申
请，探索实行“容缺受理”，在当事人补齐材料并
符合出证条件的同时及时出具公证书。
　　此外，通过指导公证机构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提供“绿色通道”“上门办证”等服务，鼓励开
展错峰延时服务、预约全时服务和加急即时服务，进
一步提升公正减证便民服务水平。在强化数字赋能
方面，逐步推进省级区域内统一公证业务办证系统
建设，畅通与全国公证管理系统对接，实现数据汇聚
和信息共享。探索通过机构合并、设置办证点、视频
公证等方式，解决部分地区县域公证机构“小散弱”
的问题，实现群众办理公证“就近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