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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

共创阅读 XIN 空间

近日， 京津冀三地共同创建的雄安新区容西

片区贤溪社区公益图书馆暨

XIN

空间揭牌。

XIN

空间是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河北省

图书馆共同谋划， 发挥各自优势合力打造的新型

阅读空间。 它坐落于全国完整社区建设试点———

贤溪社区辖区内。 紧邻中小学校，阅览面积

190

平

方米，

1.8

万册藏书品类齐全。 空间内设置文化会

客厅、阅读休闲区、图书大厅、小桔灯绘本馆等功

能分区， 配备自助借阅机、 自助查询机等便民设

施

,

其中小桔灯绘本馆聚焦“一米高度”，充分体现

儿童友好理念。

三馆对“

XIN

空间”赋予了五个美好期盼：新，

新型、创新；心，文化中心、与百姓心连心；鑫，京津

冀黄金搭档、通力合作；欣，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与获得感、欣欣向荣；馨，书卷馨香、环境温馨。

在揭牌仪式上， 三家图书馆与雄安新区宣传

网信局共同签署了合作共建协议， 开启四方战略

合作模式，共推雄安新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雄安新区将负责

XIN

空间运营管理，三馆提供业

务指导、人员培训、活动联动、资源共享等支持，着

力提升该空间的服务能力与水平。

为丰富“

XIN

空间”文献资源，揭牌当天还进

行了图书交接。三馆共计支持图书

15000

册。首都

图书馆还送去了“龙行

龘龘

童

XIN

巧绘”儿童文

化活动。

早在

2015

年，三馆便推动成立了京津冀图书

馆联盟。 联盟成立以来， 三地各级图书馆通力合

作、共谋发展，发挥各方优势、共享优质资源，联合

策划实施了阅读推广、文化帮扶、展览巡展、学术

交流、人才培养等系列项目，实现了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协同发展。 （李洋）

到园博园

体验荆楚文化

经过近

3

个月的创新升级和改造， 甲辰春节

期间，湖北荆门园博园以“遇见园博园·荆风楚韵

城”的全新形象与游客见面，通过“文化赋能

+IP

赋能

+

科技赋能”，正成为荆楚文化沉浸式体验新

地标。

2023

年底，荆门园博园以“夜经济”为导向启

动转型升级，通过专业团队实地深入调研，以“荆

楚文化

IP

” 为核心， 在原有园区基础上进行文旅

IP

改造，新增了“一环、一区、十二驿、二十四园”

的整体布局， 以荆襄古道为文化轴线， 以楚风

IP

为核心贯穿，打造一站一特色、一步一景的全域式

沉浸式荆楚文化体验空间。

据介绍， 荆门园博园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有故

事、 可体验、 能互动的“荆楚文化世界”： 震撼

的凤凰飞天秀展现古老吉祥图腾的魅力 ， 以

“画” 描绘荆山楚水盛景、 以“诗” 讲述荆风楚

韵故事、 以“光” 呈现的实景秀让人穿越千古荆

楚，惟妙惟肖的《迎宾出行图》展现楚国贵族迎宾

和出行的宏大场景。 能与游客互动的“虎座鸟架

鼓” 让千年文物“活” 起来， 集网红景观、 情景

商业、

NPC

互动于一体的“楚风

12

驿站”可谓“一

驿一传奇”，荆风楚韵的时光市集将荆楚美食一网

打尽……

升级后的“遇见园博园·荆风楚韵城”拥有桃

花驿、玫瑰驿、紫薇驿、杜鹃驿、荷花驿、菊花驿、梅

花驿、兰花驿、芸薹驿、桂花驿、百合驿、石榴驿共

12

个结合花神文化的主题驿站； 还拥有以现代投

影技术描绘荆山楚水盛景呈现凤舞龙腾盛世的

“遇见荆楚”光影实景秀，以及展现楚纹饰之美的

《迎宾出行图》……

春节假期里， 荆门园博园获得不少游客的青

睐。 游客争相与园区中的

256

处文化艺术景观合

照， 结合十二花神文化的主题驿站里人头攒动，

138

场楚风文化演艺场场人气爆棚。

（赵 玥）

兰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了中国人对高洁、坚贞等情操

的追求。 近日，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北京和广州两地同步举办了国家植物

园第二届兰花展。 本届兰花展以“兰花与文化”为主题，结合年俗文化举办汉服游园

会、送福字等多样活动，让游客在欣赏珍贵兰花的同时，感受源远流长的兰文化。

兰香悠远越古今

珍品亮相

步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国

家植物园盆景园， 这里集中展出

了近

200

株国兰。 春兰、寒兰、蕙

兰春剑、 墨兰、 莲瓣兰等精品兰

花， 以及“龙字” 春兰、“文山佳

龙”墨兰、“蝴蝶龙”春兰等名字中

带“龙”的“生肖兰花”，在雅致的

展厅中静静绽放， 搭配上中式家

具和水墨书画， 古色古香的环境

让游客沉浸其中， 细细品味兰花

的韵味。

“您好，请问获奖兰花展示区

域在哪里？ 我想去看一下。 ”展厅

里，一位游客正向工作人员问路。

据介绍， 此次展出的兰花不仅有

国家植物园的珍藏， 更有科研院

所、 企业公司和个人兰友的“宝

贝”。国家植物园将其分为人工选

育和自然变异两大主要赛道 ，对

参展兰花进行了一次比赛， 评选

珍贵、稳定的变异品种。

中国自古就有选育兰花的传

统。 古人培育出了许多珍贵的兰

花品种并对其进行整理和记录 。

宋人赵时庚的《金漳兰谱》是中国

现存最早的兰花著作。 民国时期

吴恩元的《兰蕙小史》不仅对当时

失传和盛行的名种进行记录 ，还

对瓣型和栽培管理进行了系统论

述。 这部作品直至今日依然是整

理和对比散佚、 返销品种的重要

依据。

古人对于兰文化的喜爱也在

今人的身上延续着。 现场的兰花

专家表示，在北京的气候条件下，

培育兰花并非易事。 此次展出的

兰花不少是兰友数年甚至数十年

选育的结晶， 这些兰友长期与国

家植物园保持联络，是多年的“老

交情”。

此外更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专

程赶来。 他们背着各式相机、镜

头， 自带黑色背景布和打光用的

手电筒，二三老友边叙旧问好、边

切磋拍摄技巧， 面对新朋友的疑

问也毫不藏私， 分享着自己拍摄

各种花卉风景的经验。

据工作人员介绍， 国家植物

园每年的各种花展已成为摄影

爱好者的聚会场所。 他们年复一

年赶来 ， 赴一场镜头与花卉的

“约定”， 留下一张张精美的摄影

作品。

活动丰富

在千里之外的广州， 华南国

家植物园的“十二花神贺新春”活

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罗衣飘飘，

轻裾随风，随着悠扬的古琴声，身

穿汉服的姑娘们在兰花芳华中翩

翩起舞， 婀娜多姿的舞蹈让人们

身临其境地感受千年风雅国韵。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参与，华

南国家植物园还设计了各种打卡

活动， 游客们在现场寻找“花神

杯”并与珍稀兰花合照，即可参与

抽奖。 各种兰花争奇斗艳，往来游

人如织。 在绚烂的兰花世界中，游

客们赏兰花、学知识、品文化，感

受岭南的节日气氛。

而在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

展览温室中， 不仅集中展示了万

余株兰花和年宵花， 更是通过展

板、现代花艺等方式，让游人在欣

赏兰科植物无穷魅力的同时 ，也

了解更多兰花知识。

首次展出的盘龙参， 因花开

之时如游龙盘旋而上得名， 为甲

辰龙年带来美好寓意。 仅开一朵

花的怪花兰、 萼片反折呈三角状的

三角兰、 花朵薄且呈半透明状的薄

花兰也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 此外

还有造型奇特的大魔鬼石斛、 章鱼

兰、 蛇皮兰以及兜兰等百余种兰花

共同亮相。

兰花生境展区则运用现代花艺

技术， 模拟深谷幽兰原生境， 复原

兰科植物的生长状态。 此外， 中心

花园展区展示竹艺“龙”花卉小品，

并搭配龙摆件、 喷雾和水景， 成为

不少游客的打卡地。 大家纷纷在此

与亲友留下颇具年味的合影。

中国是世界上兰科植物最丰富

的国家之一， 兰科植物主要分支在

中国有代表性类群， 包括兰科植物

所有的亚科和

18

个族 ， 约有

187

属

1850

种。 中国野生兰科植物具

有极高的多样性， 拥有地生型、附

生型和腐生型多种生活型。 其中，

中国特有的兰科植物超过

600

种，

约占中国野生兰科植物的

31%

。

近年来，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等

多种原因， 兰科植物许多物种的生

存威胁加剧。

2021

年，约有

300

种

兰科植物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这些珍贵的

兰科植物， 国家植物园将科普工作

寓教于乐， 用精美的展陈和丰富的

活动， 吸引游客走近绚丽多姿的兰

花世界。 （黄敬惟）

文化传承

国家植物园温室入口处的花卉造景。 主办方供图

河北石家庄

文创企业

生产忙

近日， 在河北省

石家庄市 一 家 文 化

创意产业园，工艺师

制作文创产品。

新春伊始， 河北

石家庄多 家 文 化 创

意企业抓 紧 投 入 制

作生产，赶制订单供

应市场。

陈其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