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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热”看到年轻人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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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连着千家万户，越来越多
敢担当、勇创新、善作为的年轻人
扎根在此，努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
化。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
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海街道海连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肖娜
受邀走进现代快报全国两会北京
智媒演播厅。作为一名90后社区
党委书记，她就如何以青春之力注
入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畅谈感
受、建言献策。

“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让我深受启发、备受
鼓舞。”李肖娜说，她特别关注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社
区工作十年，她切身感受到基层治
理水平不断提升，“随着群众诉求
的不断更迭，群众对居住小区的配
套设施、养老、托育、物业服务的要
求与期待也越来越高。小区越来

越成为一种独立的治理单元。”
李肖娜调研了解到，有些居民

反映便民场所空间小、设施老旧，
有的新小区还未明确议事、活动的
地方，让居民感觉不够方便。“去
年，我们紧跟群众多元化需求，拓
宽了活动场地，升级了小区食堂，
受到居民的一致点赞。”今年，他们
将继续整合力量下沉，及时发现和
解决群众问题，将各种矛盾化解在
基层，推进家门口一站式整体服
务，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百米”。

在 海 连 社 区 ，老 党 员 是 块
“宝”，“小法槌”推动大文明，红色
物业成为群众心愿速达的连心桥
……一个个小妙招，让基层治理不
断出彩，居民幸福感不断提升。

今年全国两会，李肖娜建议以
小区为单位，优化前期基础设施配
套，统筹社区、物业、养老用房多方
资源，建设一体多元的家门口服务

中心，便于整体推进便民办事、协
商议事、养老育幼、生活服务等。

从师范专业学生到社区工作
者，再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获评江
苏省百名示范社区书记，一路走来，
李肖娜遇到不少困难，也感受到许
多温暖。她坦言，基层工作虽然看
起来繁琐，但能让人迅速成长，希望
更多青年能到社区锻炼。“只要我们
想为、能干、肯吃苦、能奋斗，就一定
能够在社区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成
就精彩人生，实现人生价值。”

三八妇女节到了，李肖娜说，
作为一名新时代女性，同时是一名
人大代表，她将持续学习，自我提
升，关注民生热点，为人民发声，勇
于创新创造，砥砺奋进，实干担当，
继续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贡献智
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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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李肖娜：

90后社区书记基层治理有“妙招”

“总要来趟南京吧！”近年，南
京文旅红火，“博物馆热”也持续升
温，如何抓住机遇让流量变成“留
量”？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
市博物总馆副馆长宋燕一直致力
于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火”下
去。3月 6日，宋燕走进现代快报
全国两会北京智媒演播厅，她认为

“博物馆热”背后，折射出年轻人的
文化自信。年轻人对博物馆表现
出的极大热情，也激励着文博工作
者不断拓展博物馆公共空间功能，
升级文化产品供给。

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学之都……这
些标签，都是南京深厚文化底蕴的
佐证。宋燕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来到南京，对历史文化产生浓厚
兴趣。“很多的年轻人说，走在南京
的街道里面，好像能触摸到历史的

气息。”她觉得，这是南京吸引年轻
人的一个关键因素。

“六朝博物馆有一面落地窗，
是观赏城市美景、感受历史文化的
窗口。今年春节，我们为它贴上了
别具一格的‘龙年窗花’，吸引了更
多游客打卡拍照。”宋燕说，在3月5
日下午江苏代表团审议现场，她也
面对面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了六
朝博物馆最美落地窗走红的故事。

不仅有最美落地窗走红，宋燕
还注意到，年轻人还特别喜欢穿汉
服打卡博物馆，“这种现象是青年
群体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正在年轻人身上展现新风
采。”宋燕认为，南京文旅仍有很大
的开发潜力，无论是博物馆“一票
难求”，还是文创产品畅销，都证明
了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作为江苏省南京市博物总馆

副馆长，宋燕格外关注大众的文化
需求。“从‘我要给你看什么’，到

‘你要看什么’，我们在不断转变。”
她介绍，博物馆的展览语言表述方
式、文创产品设计，都在求新求
变。以六朝博物馆为例，馆方打造
了一层楼的阅读空间，希望观众能
够逛博物馆时，留下来打卡、阅读，
拓展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

宋燕介绍，如今各大博物馆都
开设了文创店，在博物馆界这被称
作“最后一个展厅”。之所以将此称
为“展厅”，是因为文创承载着特殊
的功能，观众喜爱的文物是带不走
的，但将其转化成文创产品，观众就
能带回家。这些文创产品承载着文
物的造型，为观众留下难忘的回忆，
这也正是文物“活”起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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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小眼镜”“小胖
墩”的良方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
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医学
研究中心主任厉彦虎长期关注儿
童青少年健康。他在调研中发
现，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
整体趋势向好，但仍存在肥胖、近
视、脊柱弯曲、心理障碍等问题，
而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症
结”是孩子长期缺少阳光照射、久
坐少动。这个调研结果得到了运
动康复、生长发育、眼科、心肺、心
理等医学领域专家的认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乒协主
席刘国梁说：“体育有很多功能，
不只是在某项运动中拿金牌。体
育其实是教育的一部分。”

“体育是最好的挫折教育、磨
难教育、成长教育。”厉彦虎说。

孩子们经常在阳光下运动，
不仅能强健体魄，更可以有效预
防近视，降低近视风险。相关代
表委员表示，要解决“小眼镜、小
胖墩、小驼背、小焦虑”等问题，深
化体教融合是关键，体育锻炼是
良方。

让孩子每天在户外运
动两小时

如何让身处校园的孩子多到
户外活动？一些代表委员建议，
可以从拉长课间、保证体育课时、
提高体育课质量入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乒协副
主席、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
中心主任王励勤说，虽然现在孩
子锻炼时间比过去多了，但离每
天不少于 1.5 小时的户外运动时
间仍有差距，一些学校还存在课
间10分钟被占用的情况。他在提
案中写道，希望延长课间时长，鼓
励孩子们都在课后走出教室、走
向户外。

“儿童青少年每天要保证两
小时户外运动。”厉彦虎建议，小
学一至五年级的上课时间和课间
可考虑改为半小时，六年级至高
中学段课间改为20分钟。“所有拉
长的课间，都要让孩子在户外运
动，这对改善视力、体态、心理健
康都大有帮助。”厉彦虎说。

发挥好体育中考的导
向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我国冬奥首

金获得者杨扬欣喜地发现，很多
地方正在逐步完善体育中考，以
此督促青少年锻炼。

杨扬建议要发挥好体育中考
的导向作用，转变“为成绩才运
动、为考试才锻炼”的观念，科学
设置考试内容，尊重学生个体差
异，让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
相融，不再“一考定终身”，引导家
长逐步认识到孩子拥有强健体
魄、健全人格比分数更重要。

营造家庭体育氛围
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

不少代表委员表示，手机等
电子产品已成为部分孩子锻炼路
上的绊脚石。过分沉溺于打游
戏、刷视频，让一些孩子越来越不
爱运动。

要转移孩子对电子产品的注
意力，家长可帮助他们培养运动
兴趣，让他们的生活充盈有趣，同
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减少使用
电子产品的时间。

厉彦虎建议，家长要多花时
间陪伴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体
育运动氛围，比如周末到郊外远
足，融入大自然，这对孩子开拓视
野、促进身心健康大有裨益。

鼓励优秀退役运动员
进校园任教

部分代表委员认为，体育老
师是学校体育的中坚力量，他们
能带领和培养青少年热爱体育、
享受体育并养成终身锻炼的习
惯，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决定
了学校体育工作的质量。

部分代表委员建议，要鼓励
优秀退役运动员进入校园担任体
育教师和教练员，通过务实举措
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

刘国梁说，退役后的每一位
国家队运动员都是宝贵财富，他
们既有专业知识，还有体育精神，
不仅可以培养成千上万的体育教
练，也可以进入校园教书育人，成
为孩子们的榜样。这些人才出现
在学校，不仅能让学校体育受益，
对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发掘和培
养也有促进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女子标枪奥
运冠军刘诗颖建议，相关部门可
出台更多配套措施，为这些运动
员提供教师资格培训，使其掌握
一定的育人、教学技能，为今后的
执教生涯打下基础。

据新华社

以体教融合助强国建设

体育教育频成两会热词
今年两会，体教融合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之

一。代表委员就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体育教育等话题，集思广益、建言献策，提出了“让孩子
们每天户外运动两小时”“发挥好体育中考导向作用”
“营造家庭体育氛围，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鼓励优秀
退役运动员进校园任教”等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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