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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 志智双扶

三峡博物馆“重博扶贫印记”活动增强脱贫内生动力
为助力脱贫攻坚，3年来，三峡博物馆深入开展“重博扶贫印

记”活动——统筹重庆市流动博物馆联盟赴30多个区县（自治
县）巡展4802场，让大山深处的孩子在乡镇上、校园里感受文物
的魅力。该馆还通过派驻第一书记、开展文创扶贫等形式增强
脱贫内生动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文博力量。

3年巡展4802场
用传统文化浸润乡村孩子心灵

一座博物馆，能为脱贫攻坚做些
什么？

三峡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池林
介绍，2017年起，由办公室牵头，该馆
多个部门深度参与到“重博扶贫印
记”活动中来，主要对口帮扶巫溪县
天元乡天元村，重点帮扶派驻第一书
记刘华成所在
的巫溪县
通 城

镇龙池村。此外，该馆也对酉阳县车
田乡、巫山县双龙镇等地给予了一定
帮扶。

在谋划和推进扶贫工作时，三峡
博物馆将文化扶贫、志智双扶作为首
要任务，立足馆藏资源优势，传播优
秀传统文化，帮助困难群众激发自我
发展的内生动力。帮扶手段中，巡展
是开展范围最广、覆盖人数最多的一
种形式。

“11月，我馆巡展队伍走进酉阳
县浪坪乡、车田乡育才初级中学，秀

山县隘口镇中心校，黔江区金溪
镇中心校，为广大群众和师

生送去了展览36场、教
育活动 23场。”三峡
博物馆公众教育与
服务部教育员吴
婵说，11 月，教
育员们携“安第
斯文明特展”
等 展 览 、VR
体验设施、精
品教育课程
走到孩子们身
边，深受孩子
们喜爱。

巡 展 路 途
总 是 遥 远 而 艰

辛。“11月 8日，我
们从主城出发，花了

近6个小时到达酉阳城
区，又花了2个小时到达浪

坪乡。”吴婵回忆，赴区县巡展
途中，车辆行驶在山路时会小心翼

翼，“滑坡等地质灾害和暴风雨等恶

劣天气经常发生。”
教育员吴聖聪也是巡展的主要

工作人员之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
去年夏天，巡展车辆在山路上出现故
障，“我们在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足
足晒了半天。”即便如此，教育员们还
是坚持用知识和热情感染着大山深
处的孩子们。

巡展，要团结更多博物馆共同发
力。池林介绍，三峡博物馆发起成立
了“重庆市流动博物馆联盟”，已有
44家文博单位加入，精品展览入库
60余个。“革命理想高于天”“盛筵
——写给孩子们的青铜器故事”等展
览和“陌生的青铜器”课程以及VR
体验、年画制作、“冬日针爱”爱心助
暖活动等互动体验活动深受群众喜
爱。

据统计，3年来，三峡博物馆统
筹重庆市流动博物馆联盟赴 30 多
个区县（自治县）巡展4802场。“我
们要把这种温暖继续传递下去，用
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孩子们的心灵，
让他们更加了解和热爱家乡的文
化。”吴婵说。

发挥馆藏和人才优势
为脱贫攻坚注入文博力量

前不久，巫溪县通城镇龙池村降
雪了，放眼望去，一片白雪皑皑的景
象，乡村景色如同一幅美丽画卷。

“龙池村已经实现了整村脱贫，
乡村旅游和青脆李产业发展得红红
火火。”刘华成说，龙池村能取得今天
的脱贫成就，与三峡博物馆的帮扶密
不可分。

2019年，三峡博物馆选派政治素
质好、工作作风实、综合实力强、善于
做群众工作、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文物
信息部副主任刘华成到巫溪县通城
镇龙池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有信心
做好农村工作。”当时，刘华成对馆领
导说。

刘华成还记得，2019年 3月 13
日，天空飘着小雨，他正式抵达龙池
村驻村工作。他走访时发现，龙池村
村容村貌已有较大改观，但少量收入
已经达到脱贫要求的贫困户担心“红

利”被取消，从而不愿意脱贫，“我意
识到，精神和思想领域的扶贫十分重
要。”

在他看来，只有坚持思想引领，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才能改变这
一现状。于是，他和村干部开始围绕
为什么要开展扶贫工作、脱贫标准是
什么、扶贫任务是什么等8个方面的
内容，向群众广泛宣讲，取得显著成
效。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
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三
峡博物馆先后4次到通城镇开展精品
展览巡展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此外，2019年暑假，该馆还到龙
池村开展“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

“当时，三峡博物馆6名优秀讲
解员为五六十名学生进行免费讲解
培训，培训内容是巫溪历史文化。
通过为期一周的培训，这些学生能
够大胆上台讲解了。”刘华成说，讲
解汇报时，围观的家长大都目瞪口
呆，“他们发现孩子原来有这么大的
潜力。”

这一举措让当地学生从小即感
受到家乡厚重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培
养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为了这个村庄更加美丽和富裕，
三峡博物馆还付出了很多。例如，捐
助7个大型垃圾箱体，解决垃圾存放
问题；捐资维修村便民服务中心，添
置新的办公设备；解决沟渠修建涵洞
项目资金缺口问题，解除洪涝灾害问
题。今年下半年猪瘟疫情严重，三峡
博物馆又出资邀请畜牧专家到村里
讲座，有力缓解了猪瘟疫情带来的影
响。

三峡博物馆研究部也为脱贫攻
坚贡献着智慧——巫溪县红三军旧
址展览策划、石柱县中益乡蜜蜂博物
馆展览策划、重庆市脱贫攻坚展览策
划和内容设计、石柱县中益乡乡情馆
策划和内容设计、石柱县中益乡“两
不愁三保障”主题陈列馆展览咨询论
证……一个个展览凝结着他们的心

血，为脱贫攻坚事业鼓与呼。

深度开展文创扶贫
让被动“输血”变主动“造血”

除了重庆市流动博物馆联盟，还
有一个联盟为脱贫攻坚发挥着重要
作用。

2019年7月，由三峡博物馆发起
的“三峡文化创意产业联盟”正式成
立，如今联盟成员已达15家。联盟重
点聚焦三峡IP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文
创产品研发、资源共享、技术交流等方
面走联合开发之路。今年，三峡博物
馆就联合联盟成员单位云阳博物馆
等，打造“云游博礼”区域文创品牌，发
挥文化为旅游赋能的积极作用。

三峡博物馆文创与合作部设计
师刘念介绍，去年春节期间，三峡博
物馆还在博物馆卖场为巫溪县天元
乡提供文创扶贫展销平台，销售产自
天元乡的川味香肠、猪蹄、萝卜干等
原生态土特产品，“这既推广了天元
乡的土特产，又让博物馆更有年味，
可谓一举双得。”博物馆还在文创销
售区设置了鲁渝共建非遗扶贫工坊
产品展销专区，推介、展销非遗扶贫
工坊产品。

文创扶贫，要注重让被动“输血”
变主动“造血”。巫溪县天元乡开设
了宁河绣娘就业扶贫车间，为当地贫
困妇女提供就业岗位。三峡博物馆
得知这一情况后，将“秦良玉龙凤袍”
等文物IP资源免费提供给该扶贫车
间使用，为当地非遗活化传承与扶贫
工作锦上添花。

此外，三峡博物馆还联合四川美
术学院启动大宁河流域“文化IP+农产
品”扶贫开发项目，利用博物馆文物资
源提升巫山、巫溪农产品文化价值，对
大宁河流域“文化IP+农产品”进行整
合创新设计，探索“博物馆+金融+高
校”合作模式，利用文物资源赋能乡村
振兴，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陆丰 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

巫溪县通城镇龙池村驻村第巫溪县通城镇龙池村驻村第
一书记刘华成一书记刘华成（（右一右一））走访贫困户走访贫困户

9月8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教育员在巫溪县通城镇红路小学为学生讲
解《走进三峡博物馆》展览。（资料图片）

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三为”文化为企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优秀的文化是企业持
续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是企业增强凝聚力、创造
力、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
障。

近年来，华能重庆珞璜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迅
速，公司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基点，强化党建引
领，塑造企业精神，在秉承
华能集团“三色文化”的基
础上，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
“三为”文化,切实履行服务
民生与推动发展责任、资源
节约与环境保护责任、员工
成长与社会和谐责任，转变
发展观念，创新生产技术，
优化管理模式，在生产经营
指标持续上升的同时，更在
实现自身转型升级的道路
上大步向前。

强化党建引领
“保电先锋”助力发展
2020年11月9日，在2020中国

企业文化建设（广州）峰会上，华能重
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能珞璜电厂”）获评“2020年度企
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本次峰会以“引领·聚力·创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企业文化担当”
为主题，参会企业众多。华能珞璜电厂
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其始终秉持
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先进的文化理念，通
过加强文化建设，为企业成长和社会发
展提供持续推动力。

从1988年动工兴建至今，华能
珞璜电厂已历经30多年的发展。在
这段历程中，他们高度重视企业文化
建设，通过不断地培育与实践，逐步
形成了以“三为”愿景（为社会增添动
力的能源企业、为股东创造回报的一
流企业、为员工谋取幸福的和谐企
业）、“三业”精神（永不言弃、勇往直
前的创业精神，务实创新、责任担当
的敬业精神，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
乐业精神）、“三坚”作风（坚持不懈、
坚定不移、坚决果敢）为主干的“三
为”文化体系。

“这是几代珞电人在创业历程中

形成的理念和追求。我们认为，只有
坚持党的领导，才是企业文化建设工
作的根本政治保障。”华能珞璜电厂
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华能珞璜电厂将企业文
化建设作为党群工作的硬任务，构建
起了党政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
主要抓、职能部门具体抓的企业文化
建设长效机制，鼓舞干部职工队伍干
事创业热情，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安全稳定环保的电力保障。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突如
其来。面对难关，珞电人全力战疫——
对外确保电力稳定供应，第一时间尽企
业所能为武汉捐赠物资；对内保障口
罩、消毒水等物品供应，做好体温检测，
普及防疫知识，增强职工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间，为全
力保电，华能珞璜电厂成立了“应急
备用组”，他们全天24小时吃住在电
厂，就是为了守住最后的安全防线。

在这场战疫中，一帧帧感人画面
频频闪现。除夕夜，党员龙海波、韩旭
锋主动相约逆行返厂，通宵奋战完成

设备抢修；刚自驾回到泸州老家休假
的党员朱东盛第一时间驱车200多公
里返渝担任应急班组班长；双职工罗
银河与王辰辰夫妻俩将不满3岁的孩
子交给家中老人后，便立即到厂封闭
备用……他们是抗疫战场上的逆行
者，他们成为了点亮万家灯火的“保电
先锋”。

践行绿色理念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目前，华能珞璜电厂共有6台总
装机容量为264万千瓦燃煤发电机
组，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水平，是目前
我国西南地区装机容量最大的环保
型火力发电厂。

怎样在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越走越宽？

华能珞璜电厂相关负责人表示,
打造一流能源企业的关键是绿色与
高效，并逐步实现企业经营和发展模
式的转型。

他们成立环保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各级管理人员的环保责任，实行精
细化管理；近年来投资6.5亿元完成
所有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投资1.48
亿元完成废水综合治理优化改造，实
施低氮、脱硝、WGGH、除尘、风机、
脱硫再次提效改造；投入8000万元
完成5号机组通流改造，年减少标煤
2万吨……通过多个项目建设和技术
改造，华能珞璜电厂成为了国内首家
进行烟气湿法脱硫、重庆市首家开展
烟气脱硝改造、重庆市首家完成全部
在役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的燃煤发电
厂，获得“全国减排先进集体”、“全国
节能减排示范单位”称号，是目前西
南地区装机容量最大的环保型火力
发电厂。

同时，利用紧邻江津区珞璜工业
园和江津综合保税区的区位优势，华
能珞璜电厂加快建设园区供热工程，
积极推进集中供热，解决小锅炉供热
带来的高成本和环境污染，推动地区
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据悉，华能珞璜电厂三期机组供热
改造一期工程已于2019年12月全线完
工，现建成供热管线总长约13.1公里，
主管道设计供热能力为75吨/时，截至
2020年10月31日，电厂已累计售汽
21.13万吨，售汽收入3266.36万元。

2020年6月，华能珞璜电厂污泥
耦合发电项目正式投运，将城市生活
污泥在热干化、粉碎后送入锅炉燃烧
发电。目前已投产的一期工程污泥
处理量为600吨/日，每年可处置生活
污泥近 20 万吨，增加生物质电量
4900万千瓦时，增加对外供热17.4
万吨，在实现城市生活污泥“无害化、
减量化、资源化和规模化”处置的同
时为企业创造了新的发展方向。

打造和谐团队
凝心聚力续写辉煌

“往事起伏错落，在我心里就像
一首歌。老房子的斑驳，煤场的宽
阔，都是忘记不了的颜色。总有一

天，人们会想起我，那盏沉默的灯火；
总有一天，我会轻轻地说，这一辈子
的选择，不曾后悔过！”在一年一度的

“珞电之夜——华能珞璜电厂职工新
春联欢晚会”舞台上，电厂职工们亲
身表演了一台音乐剧《奉献》，讲述了
一名即将退休的检修工老师傅数十
年来坚守平凡岗位的经历和感人事
迹。演员们用激昂的歌声和深情的
朗诵展现了对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在
掀起晚会高潮的同时唤起了台下观
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让人觉得熟悉又亲切，我们被
这样的前辈感动，他让我们有了一个
目标，也给予我们一种力量。”华能珞
璜电厂的青年职工们这样说。

多年来，在“珞电之夜”及其他群
众性文娱活动中，珞电职工们以支边
援藏、安全保电、精准扶贫等行动为
主题，创作了许多感人的文艺作品，
演绎真实故事，提振“三业”精神，弘
扬“三坚”作风。

在珞电人看来，“三为”文化需要
代代相传，企业发展需要人人参与。

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电厂
党委、行政、工会、团委及各级部门尤
为注重以人为本，为员工营造“快乐
工作，幸福生活”的良好氛围，打造和
谐团队——组织书影社、摄影、舞蹈、
歌曲、球类运动等兴趣组，搭建职工
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和展示才艺的平
台，提升企业凝聚力、战斗力；开展道
德讲堂、征文、演讲、知识竞赛活动，
深化安全文化建设，将“安全第一”理
念植入每一名职工心中；打造创新工
作室、创新论坛等平台，把创新创效
融入企业文化建设，激发职工创新创
效活力和热情……目前，华能珞璜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正不断深化“三为”
文化建设，最广泛地调动全体员工切
实履行职责，积极创业创新，在华能
集团加速建设“三色三强三优”世界
一流企业的征程中，合力再造企业优
势，续写珞电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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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