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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英楠

正月初八，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过年的气氛依然

热烈。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 29 号的北大红楼，

不时传出朗朗的讲解声，一场别开生面的新春研学活动

正在进行。

这个春节，不光景区里人山人海，博物馆里也是人

潮涌动。北京市博物馆系统紧紧围绕“博物馆之城过大

年“主题，结合节日特点和本馆特色，推出多项展览和文

化活动。走进博物馆观展览、看展品、赏民俗，正在成为

一种新年俗。此次北大红楼打造的红色新春研学活动

从正月初二一直持续到初八。

“同学们请看，这是李大钊担任图书管理员时的办

公室。”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

题展区，讲解员带领着学生们以李大钊重大人生节点为

顺序进行参观，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了李大钊等革命先驱

的光辉事迹。

大家跟着讲解员的脚步，走过一个个展厅，追寻红

色记忆。北大红楼通过将固定展陈与实景课堂相结合

的“沉浸式”方式，呈现充满历史感的现实场景，让学生

在参观与体验中与展陈产生互动，同时辅之以新媒体手

段，全方位打造实景课堂。

而对于“红领巾”志愿者们来说，通过此次研学活动

不仅增加了革命历史知识，厚植了爱国情怀，也提高了

综合实践能力。“我是前门小学的，上六年级了。”穿着蓝

色马甲的小高兴高采烈地说。所有应聘红楼的小志愿

者们，不仅要完整背下 15000 字解说词，还要对展厅顺

序和展品内容烂熟于心。“我们会在原有解说词的基础

上，不断补充自己搜索了解到的内容。”小高一边手不停

歇地在解说词上进行补充，一边介绍。

北大红楼社教部负责人谢尹楠介绍道，“从去年

10 月份北大红楼开始招收年龄小一点儿的志愿者，现在

这些孩子基本都能够做到全程讲解。”即使背诵字数繁

多，也挡不住孩子们的热情。“志愿者接待群开了两个都

满了，我们班好多人报名呢。”小高说道。

“最好的历史课堂，就是在历史现场。”研究北京史的

一位学者总结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以北大红楼为代表

的红色文化博物馆将以愈加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吸引更

多市民和游客在新春佳节走进博物馆，打造过年新习俗。

红色文化过大年
——北大红楼新春研学活动侧记

■ 本报记者 马思蕊

正月初五下午，虽已临近傍晚，中国工艺美术馆外依旧人

头攒动，入口处甚至排起了长龙。很多游客打算参观完白天

场后继续留到晚上参观新春彩灯会。

“与其带娃逛庙会尝小吃，不如来博物馆品精神食粮”，娟

姐带着两个孩子正月初五一大早特地从石家庄来到北京，打

算与孩子们感受博物馆里的年味。

中国工艺美术馆作为开设夜场的博物馆之一，不仅在春

节期间展出更多龙纹图样的珍贵藏品，还在 18:00夜场举办了

“张灯结彩过龙年”彩灯会。“这里可以待上一天，晚上还有彩

灯会，我们都很期待！”娟姐边给穿着汉服的女儿拍照，边告诉

记者。

晚上的彩灯会现场，流光溢彩之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

技的交相辉映。一对母女在红色纸卡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新年

祈愿。“妈妈我要挂在最高处！你和我挂在一起吧”，女孩踮起

脚尖，双手使劲向上够。母女俩依偎在龙灯的暖光下，在挂

满“新年愿望”的红墙旁，默默许下新一年的期许。

不少龙年本命年的游客穿着汉服，手提宫灯在彩灯会上

打卡拍照，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

场馆内，软萌可爱的龙年吉祥物花灯映入眼帘。传统手

工艺现场体验区更是热闹非凡，只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高举

着墨迹未干的“福”字，蹦蹦跳跳地向家人炫耀；一位父亲稳稳

地握住女儿拿毛笔的手，二人合力写成了一副对联；一个女孩

聚精会神地盯着即将亲手剪成的窗花，手上的剪刀小心翼翼

地开合着，眼中闪烁着光芒；一位刺绣达人正飞针走线，每一

个图样都烂熟于心，“这些是我自己绣的龙纹！你不会我可以

教你”……

不仅是在北京，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多家文博类场馆纷纷

延长开放时间，打造夜游博物馆新体验。天津博物馆夜间“双

龙巡游”演出展现中国龙的精气神；株洲博物馆特别策划“奇

妙夜”春节晚场活动；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大年初七邀请市民

来看“博物馆奇妙夜交响音乐会”；陕西大明宫遗址博物馆利

用AI技术让陶人们动起来带市民夜赏宫灯；兰州市博物馆亦

是有夜场古筝展演和汉服夜游等新颖活动；乌鲁木齐博物馆

开展“时光印记·博物奇遇记”用热情的新疆舞为游客展现百

年前的佳节景象……

夜游博物馆正日益受到市民和游客的青睐，未来，或将有

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夜游博物馆感受新春的喜庆和欢乐。

夜游博物馆新体验

■ 本报记者 魏潇潇

眼瞅着就要过春节了，北京市通州区经普办工作人员带着记者来到了

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向村里普查员了解普查的最新进展。

这是全国有名的画家村，村里铺着绵延的柏油马路，画廊、工作室、艺术

馆、饭馆密布于道路两侧，足足有两公里。各商户门口年前都挂上了喜庆的

红灯笼。

在村头，记者见到了村里的普查员董欣昊，他一身蓝白相间的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服，显得非常精神。见到记者，他热情地打着招呼迎了过

来，“刚做完两家商户的登记，都很顺利”。聊天中，记者得知，他今年刚满

26岁，却有着“多重身份”——通州区宋庄镇乡村振兴协理员、小堡村村委

会工作人员，去年他又成为经济普查员。董欣昊告诉记者，小堡村现有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近 2000家。为了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安

排了 12名普查员，分为 10个普查小区，同步开展工作。包括他在内的 2名

普查员负责第二普查小区的入户登记工作。

“由于商户今年过年回家早，目前已经完成登记的将近 40家。主要任

务还是放在了节后。”董欣昊一边介绍，一边带着记者进入一家沿街的书画

用品店，店内主要销售文房四宝等绘画和写字工具。在说明了来意后，店主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您之前对咱们五经普了解多少？”记者好奇，问起了店家。

“开始并不了解”，店家打开了话匣子。去年 9月，他看到村子里很多地

方都挂着宣传五经普的横幅，村口公告栏贴了海报，“才略微知道有这么个

事儿”，通州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办公室也发了好几次短信“预热”。

1月份，村里普查员又打过几次电话，预先通知上门登记的事情，让提前准

备好相关材料，“这不，和我预约了现在入户，还挺准时”。

董欣昊拿出了手持终端设备，向店主询问起详细的经营数据，一一录

入。对于店主拿不准的个别指标，董欣昊也逐个解释分析。由于前期资料

准备充分，不一会儿，登记工作就顺利完成了。

“瞧我这记性！”店主一拍脑袋，“刚煮好了姜丝可乐，忘拿给你们了。路

边的雪都没化呢，跑这一趟不容易”。随即，端出了几杯冒着热气的饮料。

大伙儿喝完，顿觉暖胃更暖心。

从店里出来，董欣昊向记者感慨：“有了商户的理解支持，我们做好普查

工作的动力更大了！”相较于单位清查阶段，正式登记工作难度一下上去了，

需要全面系统收集单位经营数据，对数据采集处理的要求也更高了，小堡村

普查员要更加细致地做好现场核实工作。“以后，我们还要尽最大可能采用

一些新方法，提升普查工作质量和效率”，董欣昊笑着说。

记者随后来到了于家务回族乡，见到了普查员王靖。听记者说起沿路

看见不少五经普宣传横幅的事儿，王靖不由热情地介绍起来：“宣传最给力、

效果最好的地方是在集市。”乡里最热闹的活动就是“赶大集”，在集市分发

宣传折页、悬挂条幅、进行广播宣传，让五经普在乡里的知晓度更高了。“宣

传到位了，入户一定顺利吗？”记者抛出了问题。王靖深有感触，不像市里的

商户大都沿街，易识别、易查找，乡里很多普查对象都在村子里，难以分辨是

住宅还是商户，这给普查带来了不小难度。这时乡镇管委会就会帮普查员

与企业提前联系，约好时间上门收取资料。乡里普查员们考虑到新春期间

正是企业财务工作较忙的时候，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更好沟通，他们先初步

了解企业情况，再约上门登记时间，这样能更好地争取到企业的理解与支

持。“我们乡有 5000多家企业，截至目前共完成了 40%的登记，大概 2000多

家。”说到这段时间摸索出的经验，王靖侃侃而谈，结合之前单位清查阶段的

行业赋码，乡里普查员们对所有企业进行了分类，按照不同行业，包括执行

的不同会计制度，把需要填写的表查找出来，等着节后逐一登记。

在北苑街道统计所，记者见到了身怀六甲的普查员贾云鹤，她讲述了与

商户的故事。她提到，前几日现场登记，每到一户商家，他们都热情地与她

打招呼，看她行动不便，都主动迎上来，让她坐着完成交流和登记，感觉很是

亲切温暖。由于北苑街道商户比较集中，平时都建立了微信群，大家都很

熟。“群里第一时间发了五经普通知，让他们提前准备材料，入户时能够事半

功倍。”贾云鹤向记者介绍着经普工作经验，“商家有的也搞不清这些经营

指标，我们就请他们的会计一起来，现场指导填报”。据悉，她所在的片区，

底册中有商户 64家，节前 61家已完成登记。“剩下几家，有的是没有实际经

营的，有的经营地址不在我们这儿，年后我们再跟进一下。”贾云鹤补充道。

同行人员告诉记者，像董欣昊、王靖、贾云鹤一样奋战在一线的普查员、

普查指导员，通州区共有近 2000名。

记者还了解到，在普查登记中，通州区十分注重数据填报的完整性，遇

到应填未填、错填漏填的情况，都要让普查员进行现场询问、核实、修改，并

与企业负责人、会计等确认。通州区普查中心主任王海鹏介绍说：“也有少

数普查对象可能对数据保密规定不太了解、不太放心，我们会耐心沟通，消

除对方顾虑。”

听普查人娓娓道来经普事儿，让记者感受到了扎根平凡，也能收获许多

精彩！

听普查员聊经普事儿
——春节前夕通州区五经普工作见闻

■ 本报记者 叶子淳

“只要打开手机上的‘农业调查’APP，点击‘干鲜果品’界

面，然后用手机对着大棚中的大红荣苹果树拍照存档。这时

再选择填报种类，接着依次填写种植面积和产量，短短几分

钟就可以完成整个大棚约 1.5 亩干鲜果品数据的统计填报

工作。”

临近春节的一天，在北京市顺义区山东九间棚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水果大棚内，南彩镇九王庄村调查员

杨秀芝一边向记者介绍着，一边熟练地展示干鲜果品数据智

能采集的新方法。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刚开始从事干鲜果品数据采集工作的时候，需要分别

填写“干鲜果品生产情况”和“设施农业生产情况”两份纸质

报表。有时候在一家企业就要花上近 1个小时，收集上来的

数据还要再在电脑上录入汇总，费时费力。自从去年通过

手机端填报数据后，工作量一下子减了不少。”作为一名有

7 年工作经验的农业统计老调查员，杨秀芝对于近一年来

干鲜果品领域统计调查方法改革创新带来的新变化感受

颇深。

而这种新变化背后正是北京市统计局将“遥感+信息化”

的统计调查方法应用到干鲜果品统计调查领域的又一次创新

尝试。

据悉，北京市统计局于 2023 年对干鲜果品、经济作物和

设施农业生产情况统计调查在全市范围内分批开展了统计遥

感调查试点，统计遥感应用范围由原来的单一蔬菜统计调查，

拓展到干鲜果品、经济作物和设施农业生产情况的统计调查。

在应用遥感技术后，干鲜果品数据由以往汇总企业、种植

大户、村级散户三者数据而来转变为对单个地块数据的采集；

由根据国家干鲜果品表按树种人工分类填报，转变为种什么

报什么，系统按树种自动归集。目前，北京市统计局已经在数

据采集系统内置了干鲜果品目录 139种。“我们根据基层上报

需求持续动态更新农作物品种，力争让填报更便捷”，北京市

统计局农村处的黄燚说。

“调查员自从使用手机等手持电子终端进行干鲜果品数

据采集后，省掉了传统调查模式下数据录入汇总环节。数据

采集更加实时高效，审核人员在后台也可以做到即报即审，数

据也会更加精准可靠”，顺义区统计局农经科何明介绍。据

悉，顺义区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干鲜果品统计遥感调查方法并

在全区推广。

遥感，如同来自天空中的一双眼睛，可以把首都农业发展

情况尽收眼底。通过遥感制图，统计人员也可以将抽象的统

计数据在一张图上进行具象化呈现。如今，通过采用遥感技

术进行果园地块识别，北京市统计局有效掌握了全市果园地

块分布情况，实现了“一幅图”画出首都农业生产地块分布、

“一个系统”呈现首都三农发展信息。一幅涵盖蔬菜、干鲜果

品、经济作物的首都“农情图”，正徐徐在我们眼前展现。

统计遥感绘农情

工艺美术馆新春彩灯会工艺美术馆新春彩灯会

北大红楼展馆内正在开展新春研学活动北大红楼展馆内正在开展新春研学活动

宋庄镇小堡村普查员董欣昊开展入户登记

在北京市顺义区山东九间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水果大棚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