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保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批
准，保定市博野互通连接线（382 省道
k65+500 至 k72+500）施工临时断
交,为确保施工及车辆、行人的安全，
决定对该段限制通行，具体公布如下：

1、断交时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7月31日。

2、绕行路线：断交期间博野至安
国车辆绕行：博野县→S382省道东行→蠡县永盛南大街北行→平安路西行→温 留 路→S231 省 道 南 行→安 国
市。安国至博野绕行：安国市→S231
省道北行→温留路→平安路东行→蠡
县永盛北大街南行→S382 省道西行→博野县。

3、施工期间与施工无关的车辆
和行人全部禁止通行。

4、请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严格按照要求行驶。

保定市公路管理局
2019年3月18日

断交公告

为解决原河北省艺术学校及分校
部分学生当年未办理报到证问题，拟
尝试为 1997-2006 年间毕业生集中
申请补办一次。请符合以上条件的人
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毕业证原件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到现河北艺术职
业学院（石家庄市青园街149号）招生
就业指导处登记。本次拟集中登记和
申请工作结束后将不再开展任何补办
工作，请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311-
86665001，特此公告。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2019年3月1日

关于集中补办原河北省
艺术学校及分校部分
毕业生报到证的公告 河北省高速公路京承管理处李宏

宇自 2017 年 12 月 21 日旷工至今，根

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决定与

其解除聘用合同，终止人事关系，特此

公告。如有异议，请于60日内与单位

联系或向人事劳动相关部门提出按法

律程序办理。在此期间，如未提出异

议，将办理解聘手续，停发工资，终止

社会保险等待遇，移交人事档案。

河北省高速公路京承管理处

2019年3月12日

公 告
▲ 李 星 醒 不 慎 遗 失 医 师

资 格 证 书 ， 证 号 ：
201713141130131199302105722，
声明作废。

▲ 廊 坊 市 电 视 台 新 闻 记 者
郑 超 英 记 者 证 遗 失 ，编 号 ：
G13000855000023，声明作废。

▲ 廊 坊 市 电 视 台 新 闻 记 者 张
德 顺 记 者 证 遗 失 ，编 号 ：
G13000855000058，声明作废。

▲ 廊 坊 市 电 视 台 新 闻 记 者
范 丽 君 记 者 证 遗 失 ，编 号 ：
G13000855000103，声明作废。

▲ 廊 坊 市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记
者 刘 濒 阳 记 者 证 遗 失 ，编 号 ：
G13002355000040，声明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届无机化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生王晓晓三

方协议丢失，编号：17000096，声明
作废。

▲顾文平医师执业证书丢失，编
号：110130000005466，声明作废。

▲河北北方学院 2013 届电子信
息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高健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00921201305001863，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5
级麻醉专业口麻班学生胡玥学生证丢
失，学号：15027060088，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与数
据科学学院 2018 届网络工程专业本
科毕业生时自强就业协议书丢失，编
号：20181473，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
院 2015 级临床医学本硕班学生张晨
粮学生证丢失，学号：15010010011，
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19 届医学影
像技术专业本科毕业生徐一敏就业

协议丢失，编号：19100890476，声明
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19 届医学影
像技术专业本科毕业生陈丹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19100890453，声明
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7
级电子信息专业学生郝伊凡学生证
丢失，学号：17L0751228，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7
级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学
生 张 星 峰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7L1404120，声明作废。

▲褚丽婷护士资格证书丢失，编
号：10393838，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学院 2017 级
应用物理 172 班学生袁烁学生证丢
失，学号：171001227，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8
级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生薛鑫学生证
丢失，学号：18L025201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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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大众生活 ●
让古老文化遗产“活起来”

3 月 16 日晚，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夜色中
的正定古城被多彩的灯光映衬得更加绚丽。用
现代科技的光与影点亮的千年古城，展示着时
尚与传统的和谐相融。古城墙在多彩灯光的映
照下熠熠生辉，与波光粼粼的护城河水一同勾
勒出一幅极富韵味的古城风貌，休闲观光的游
客似在画中游。

此时，登上正定南城门，远眺正定古城，单
霁翔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历史文化名城正定
的文化遗产和文物古迹正在如此鲜活生动地
走到人们生活中来。

远处正定古城的天际线让单霁翔念念不
忘。“很多古城内建了现代建筑以后，历史建筑
就被淹没了。但站在正定的城墙上，从几个方
向看，天际线处的古塔都能够清晰地呈现出
来，没有被高楼大厦遮挡，印象很深刻。”

在单霁翔看来，这道清晰的天际线，最能
体现让文物有尊严地融入现代生活的理念。

“这么多市民和游客能在晚上走出来，说明古
城风貌和环境整治的效果融入了人们社会生
活，人们已经把古城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了。能
真切感受到游客发自内心的兴奋，这体现着人
们对古城的喜爱。”单霁翔环视着古城内如织
的游客说。

眼前正定古城这幅现代与传统和谐相融
的景象，引发了单霁翔一连串的思索——

“我一直在想，什么叫文化遗产保护好了？
当它有魅力、有尊严时，才叫保护好了。对于城
市的民众来说，当文化遗产就在生活中，就在人
们身边，他们可以对游客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
正定，我们的文化遗产’时，才能算是文化遗产
保护好了。对于游客来说，什么叫文化遗产保护
好了？他们到这里来，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才叫文化遗产保护好了。正定做到了。”

单霁翔介绍说，为了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
生活，让文物“活”起来，故宫博物院近年来作
了很多尝试。

从故宫文化创意产品“朝珠耳机”，到以二
十四节气为主题的《紫禁城的物候》系列照片，
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到“紫禁城上元之夜”，故
宫一次次用创意给大众带来惊喜，让往日“严
肃”的传统文化殿堂摇身变成“网红”地标。紫
禁城的生活美学就在一次次全民热捧中，穿越
时空曼妙延伸。大众惊喜地发现，故宫博物院
在融入现代生活的路途上不断“进阶”，从推出
单个“萌萌哒”的文化创意产品，到成系列的文
化创意产品梯队亮相，故宫博物院以创新之举
满足了大众多元化需求。

在单霁翔的记忆中，以往文创产品谈不上
有创意，都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现在我们懂
得了要研究人们生活需要什么，还要挖掘自己
藏品的信息，把藏品信息和人们的生活需求联
系起来，才能推出受欢迎的文创产品。”单霁翔
表示，文化创意产品必须要结合人们生活，要
有实用性，最好还有一点趣味性。他举例，人们
参观故宫，对藻井印象很深，故宫文创团队就
做了藻井伞；对宫门印象很深，就做了宫门包；

对于太和殿的脊兽印象很深，就做了跳棋、衣
服夹子等文创产品。

故宫商店里的商品也在不断更新改变。单
霁翔认为，博物馆的商店应该充满文化气息，

“我们现在干脆不叫商店，叫文化创意馆。我们
的服装店不叫服装店，叫服饰馆，展示故宫特
有的服装”。

在一次论坛上，单霁翔首次晒出了自家的
账本：2017 年，故宫文创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
15 亿元——超过 1500 家 A 股上市公司的收
入。与此同时，国内众多博物馆也在文创产品
研发路上发力加速：河北博物院开发的“汉代
绢纹针线包”让人们体验到历史美感与日常实
用性的结合；沈阳故宫博物院开发了“八旗兵”
文具套装；上海博物馆与迪士尼合作，共同开
发了六大类 66 种文创产品⋯⋯随着大量文创
产品的走红，它们承载的传统文化也以崭新的
姿态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在单霁翔看来，让文物“活”起来，既要面
向自身，不断深入挖掘文物藏品的文化内涵，
让文化遗产资源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精
神需求，又要面向公众，创新文化传播的表现
形式和表达方式，让文物背后的故事融入百姓
文化生活。

● 走出库房大门 ●
把文物故事讲给观众听

行走在博物馆里，凝视展柜中的文物，它
们所反馈给观众的信息总透着历史的厚重，让
人们意识到时间的汇聚，感受到穿越时光的文
化信息。如何让文物走出“仓库”，更多地走近
公众，是一个时代大课题。

故宫文物收藏众多，浩如烟海。故宫博物
院文物藏品 1807558 件（套），帝后玺印 50060
枚，慈宁宫花园里有 106 棵大树⋯⋯这些挂在
单霁翔嘴边的数字里包含着故宫人几多汗水
和心血。而这一庞大数字中的 93.2%都是国家
顶级的珍贵文物。如何让这些文化珍品更多地
走进大众视线？

“先让他们走出库房，展示到观众面前来。
于是故宫开办了丰富的展览，19 个原状陈列，
更多的是专题展览。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
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单霁翔认为，2014 年
是个转折点。那一年，故宫开放面积超过了
50%。2015 年到了 65%，2016 年到了 76%，现
在已经突破80%。大量曾经竖着“非开放区，观
众止步”牌子的地方开放为展区、展馆。

故宫收藏的 10200 件各个时期不同材质
的雕塑，曾经很多年一直在库房“沉睡”。那
些高大的雕塑，甚至连库房都没有。单霁翔
印象深刻的是两尊三米多高的北齐菩萨像，
在故宫南城墙的墙根底下“站”了几十年。

“每当走到这，我都说，你瞧，菩萨脸色不
好。今天菩萨们脸色好了，表情也好了。这
就告诉我们，文物得到保护和展示，就会光
彩照人。所以我们下定决心，明年故宫 600
岁生日时，要让 1807558 件 （套） 文物，每
一件都光彩照人，把更多文物背后的历史故

事讲给观众听。”单霁翔说。
要想维护众多文物光彩照人的状态，文物

修复师功不可没。然而，就在几年前，大众对这
一职业还知之甚少，自从 2017 年纪录片《我在
故宫修文物》播出后，才将这个鲜为人知的职
业展现在人们面前。纪录片中，这个职业充满
诗意和趣味，他们用毕生的精力让沉睡千年的
文物重新焕发光彩，并通过这些文物与历史进
行跨时空的对话。

实际上，文物修复工作是一个寂寞艰辛的
工作，它不仅需要具有多门学科的专业知识，
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同时还承担着巨大
的责任。要求严格，压力还大，因此能够或愿意
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才稀缺。相关数据表
明，2012 年我国仅有文物修复工作者两千多
人，这几年人员数量并没有多少增长。

3 月 3 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故宫文物医院院长宋
纪蓉称，我国有众多文物处在自生自灭的状
态，需要更多的文物医院、文物医生，为文化和
文化遗产“延年益寿”。

面对全国性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匮乏，故
宫博物院并未选择独善其身，而是联合高校建
立了中国第一所文物医学院，培养更多实用型
的、符合文物保护修复需要的文物医生。从“医
院”到“医学院”，一字之差，却意味着更多人
才、技术等“源头活水”将注入这一领域，文物
保护的半径将不断扩大。

● 请进来、走出去 ●
让更多人感受中华文化自信

如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创意的
牵引下华丽变身。文物请进来、走出去的过程，
也是中华文化自信、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过
程。从走进大众生活，到国内各地办展，再到迈
出国门，为世界文化发展注入更为积极进步的
内涵，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在不断践行着请进
来、走出去的交流展示方式。

去年 12 月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北
博物院共同举办的“汉世雄风——纪念满城汉
墓考古发掘 50 周年特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近距离领略
来自燕赵大地的汉风古韵。1 月 16 日，由河北
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笔墨文
心五百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书画展”
在河北博物院举行开幕式。开展以来，几乎天
天观众爆满。

河北博物院的请进来、走出去不是个例。
为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近年来，全国各大博物馆通过创新形式展示文
物内涵，以实物说话，寓教于史，以丰富的精品
文物展览及活动，唤醒大众的文化热情。这其
中，故宫博物院给出了“教科书”般的范例。

称呼单霁翔为“最能走的院长”一点也不
为过。从位于神武门西边的院长办公室出门向
西，沿故宫红墙逆时针行走一圈大约 4 公里。3
年例行巡查，单霁翔走坏了二十多双布鞋。

称呼单霁翔为“最能走的院长”，还因为他
不但让故宫文化遗产资源走出库房，走进大众
视线，还依托文物延伸教育活动，让文物身上
所承载的灿烂文明、历史文化、民族精神走近
大众。

“故宫大量古建筑修缮以后投入到教育领
域，让更多观众在这里面开展学习活动。我们
把这些教育活动深入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国
家。”单霁翔介绍，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故宫教
育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拥有主题多样
形式丰富的教育项目、针对性很强的馆校合作
课程、大型主题日活动，还有举办多年的“故宫
知识课堂”和“故宫讲坛”等。2018 年的故宫教
育数据显示，全年已举办教育活动 60927 场，
受益观众超过41.3万人。

如今，故宫国际培训举办得有声有色。在
过去 6 年里，国际博物馆协会把 69 个国家 230
多座博物馆的专业人士请到这里来学习交流，
并从这里毕业。

说到请进来和走出去，单霁翔介绍，故宫
源源不断地把优秀的展览吸引到故宫来，使国
人不出国门就能看到精彩的世界展览。同时，
不断带着精品展览走向世界各地。“过去 6 年，
故宫博物院已经有 135 项展览走出了自己的
馆舍，是全世界走出自己馆舍，举办展览最多
的一个博物馆。”

从最新发布的一系列外展计划不难看出，故
宫博物院“走出去”的步伐已经越迈越大：

2019年3月，赴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博物馆举办“18世纪的东方盛世及清高宗乾隆
皇帝”展览；

2019 年 3 月，赴美国史密森学
会赛克勒博物馆举办“凤舞
紫禁：清代皇后的艺术与
生活”展览；

2019 年 12 月，
赴香港科学博物
馆举办“故宫文
物 修 复 成 果
展”；

2019年 12
月，赴澳门艺术
博物馆举办“紫
禁 城 与 海 上 丝
绸之路展”；

2020 年 3 月，
赴英国举办故宫钟
表专题展览⋯⋯

一个个展览，让故宫
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
朋友圈也越来越大；一件件
文物，充满活力的故宫让世
人感受到来自中国强大的文
化自信。

对于文化自信，单霁翔这样解读：“中国有
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
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
信。文化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文化自信是什么？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

3月16日至18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来石，参观正定古城并举行系列

主题讲座。借此机会，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单霁翔：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活在当下
□记 者 刘 萍 曹 铮

见习记者 霍相博

中式立领蓝褂、黑色千层底布
鞋。3 月 16 日晚，登上正定南城墙
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依旧穿
着他踏遍故宫时最钟爱的“千层
底”。参观正定古城、在石举办系
列主题讲座，单霁翔的关注点时刻
没有离开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如
何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融入
大众生活？如何更好地与世界文
明互动，让文物走出去，展现中国
神韵，贡献中国智慧？单霁翔接受
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故宫看门人的

“匠者仁心”

3 月 17
日 ，故 宫 博
物院院长单
霁翔在正定
国际会展中
心 进 行《匠
者 仁 心 ——
让故宫文化
遗 产 资 源

“活 起 来”》
主题演讲。

通讯员
武志伟摄

自称在北京最大的四合院
“看门”的单霁翔，头上有众多
民间“头衔”：网红院长、段子
手、故宫“代言人”。“我们要
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美地交
给下一个600年。”连日来，可
以用沸腾、火爆来形容故宫这
位“看门大爷”在石家庄所到
之处。

“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
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什
么，又是如何铭记的。”近年
来，故宫通过独有的方式，悄
悄地将中华文明的烙印刻在大
众心里。“故宫热”不仅仅火了
故宫，也火了历史，火了文
化。单霁翔作为故宫博物院院
长，也是故宫看门人，他用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管理故
宫，用一颗仁爱之心保护每一
件文物、每一处古迹，让他们
有尊严地活在当下，也越来越
走入人们的内心，文化的历史
传承从中得到了别样的诠释。

“五年前，人们挤在故宫门
口的广场买票、验票、安检、
存包，那时候大喇叭几乎每天
都在广播，您家的孩子找到
了，到什么地方去领。今天通
过网络购票，人们10分钟以内
就可以走进故宫博物院。”单霁
翔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介绍故
宫近年来的变化。

在幽默语言的背后，单霁
翔无时无刻不显露着他那颗炽
热的“匠者仁心”。单霁翔说，
因历史原因，乾清宫前每年树
立“万寿灯”和“天灯”的仪
式已经停滞了179年，“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要长
志气，要通过研发将‘万寿
灯’、‘天灯’再次树立起来”。
通过他的讲解，观众感受到文
博人的拳拳之心，也进一步认
识了这位用实力盘活沉睡文物
的故宫看门人。

多年来，单霁翔带领故宫
博物院不断践行让公众更好地
走近文物和历史。《我在故宫
修文物》播出以后，很多人关
心故宫的文物修复工作，故宫
希望把文物医院作为一个面对
观众的开放单位，于是招募志
愿者进行讲解。观众可以现场
见证“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过
程。“志愿者们给观众介绍文物

修复的过程，每天都有大量
预约的观众前来参观。”

单霁翔表示，要把博
物馆背后的故事讲
给大家听。

单 霁 翔 多
次 提 到 “ 尊
严”，他说文
化遗产需要尊
严，参观的观
众需要尊严，
文 化 需 要 尊
严，中华民族

更需要有尊严。
“我们无时无刻不
提醒自己肩负的历史

责任。”单霁翔表示，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
建立在五千年文明传承基础上
的文化自信。未来，故宫将进
一步修缮馆陈、丰富功能，成
为有温度的世界顶级文化殿
堂，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
迷人魅力。

文/记 者 曹 铮
见习记者 霍相博

采 访 手 记

▲故宫文创产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