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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一年

多来，相关建设进程全面提速，并由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逐渐延

伸至文旅、教育等领域。文化服务无障碍作为城市人文关怀的

具象化呈现，既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也为特殊群

体构筑起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的温暖桥梁。

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中国博物馆协会举办的“全民

博物馆：在无障碍和包容性方面

的创新实践案例”评选结果揭

晓，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

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两个案

例入选，进一步彰显了作为公共

文化服务重要场所———博物馆

在服务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上的

作用及价值。

环境无障碍随心畅行

“各个展厅之间的切换很方

便，有直梯和斜坡，轮椅能够很

好地通过和移动，对我们来说真

的很便捷。”残疾人王先生对陕

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的无障碍

设计赞赏有加。“展厅内部以平

地为主，展柜的高度也充分考虑

到我们的视线，在这里观展顺畅

又舒心。”王先生说。

据悉，作为全景展现秦汉文

明的专题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

馆秦汉馆在设计伊始就提出“打

造无障碍参观环境”的理念，将

无障碍展览体验、无障碍观展路

线、无障碍内容导览等融入场馆

建设中，配备有完善的无障碍博

物馆硬件和软件设施。

进入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

馆，宽阔的步道两旁便是无障碍

专属入馆通道。馆内提供了多条

无障碍参观路线，特别设计的观

展动线突破传统布局，通过缓坡

衔接、平台缓冲及高度适当的展

柜、站牌，为轮椅使用者与儿童

构建了安全流畅的参观环境。

“文物展示台从原来的水平

展示调整为倾斜展示，展台高度

也保持在 80 厘米至 90 厘米之
间，便于乘坐轮椅的观众、游客

看清展品。”陕西历史博物馆秦

汉馆相关工作人员说。

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获悉，

陕西将继续探索构建常态化无

障碍博物馆，为我国无障碍环境

建设、构建更加包容平等的社会

贡献力量。

无障碍文化体验暖人心

“这场活动不仅让我们感受

到秦汉文化的魅力，也体会到陕

西历史博物馆对大家的尊重和

关爱，内心倍感温暖。”在“寻美

之旅———秦汉有礼无障碍文化

体验活动”上，残疾人王女士说。

活动通过人与文物、人与环

境的交互，充分调动视觉、听觉、

触觉、味觉等感官，让包括特殊

群体在内的广大观众身临其境

地感受秦汉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积

极探索、开发各种针对特殊人群

的社会公共教育活动，为特殊群

体提供专属教育活动空间；针对

残疾人，联合残联、盲哑学校、医

院等单位和机构，研发无障碍教

育活动项目并展开实践。各类创

新设计的互动项目，在丰富特殊

残疾人观展内容的同时，增强了

展览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我们一直致力于提高社会

对残疾人的关注与重视，切实为

有需要的公众提供顺畅的无障

碍服务。”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

馆业务管理科副科长郭玮璐说。

2024年 5月 18日全面开放
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充分

活化利用馆区的建筑无障碍、信

息无障碍和展览无障碍设计，研

发了“寻美之旅”系列无障碍文化

体验活动，同时分别联合陕西省

残疾人联合会、西安市盲哑学校

和西安美术学院特殊教育艺术学

院，为肢残、视障、听障等特殊群

体开展教育活动实践。去年 8月
至今，已经有 400多人参与了陕
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组织的无障

碍线下教育活动，这些活动让残

疾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我们将不断加强与博物馆

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合作、多

开展活动，让更多残疾人平等参

与、共享社会文化生活，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陕西省肢

残人协会秘书长王勇江表示。

数字科技赋能服务品质

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

的考古遗址博物院，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为

了让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更多海内

外观众拥有优质的文化体验，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将科技与文化相

融合，探索线上传播的新方向。

自 2017年起，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开展“互联网+中华文明”行
动计划，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等机构和高校展开合

作，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数字

无障碍项目。“秦兵马俑数字教

育”“秦陵兵马俑云上课堂”“秦

兵马俑海外实景课堂”“VR云游
兵马俑”等利用数字资源和混合

式教学方法，为海外观众和特殊

群体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

其中，“秦兵马俑数字教育”

项目立足专业角度解读文物。项

目已推出 3期，完成 14 个主题
模块内容，线上访问量超过 12
万人次，覆盖美国主要城市。

“VR云游兵马俑”让观众可以用
电脑、手机或 VR 设备，沉浸式
体验虚拟展厅，残疾用户和特殊

需求用户也可以通过多项无障

碍功能获得独特体验。

“一座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

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利用数

字科技持续赋能，在无障碍服

务、文化传播、教育和国际合作

等领域深入挖掘，为文物资源的

保护活化利用和讲好秦俑故事

提供无限可能。”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相关负责人说。

同样，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

馆在建成开放之初，就通过盲文

展板、手语讲解视频、触摸体验等

展项，综合运用数字信息技术，为

视障、听障等群体提供优质文化

体验服务。增强现实的 AR眼镜
服务和多感官体验的 4D 影院，
为残疾人观展带来极大方便。

“从环境无障碍到信息无障

碍，再到情感无障碍，无障碍理念

引领博物馆不断完善场馆空间设

计、探索服务差异化，力求为有特

殊需要的残疾人提供便捷与温

暖。”陕西历史博物馆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着力为残疾人构建便捷

且有温度的文化空间，打造常态

化无障碍服务机制，为包括特殊

群体在内的广大公众提供平等享

有文化遗产和博物馆资源的机会

和途径。 渊据叶中国文化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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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袁让文化服务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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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8日，在一场慈善交流论坛上，广
州市慈善会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广州市

慈善信托备案累计达 49 单，受托财产约
1.46亿元。

当天，中信建设证券在活动上发布“柏

年向善”项目，依托该项目，中信建投证券发

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发动企业及企业家认

购理财产品，将产品部分收益用于支持广州

市慈善会爱蕾行动项目，缓解困难家庭儿童

求学、求医方面的燃眉之急。据了解，资产管

理计划将按照年化收益的 0.1%作为固定慈
善捐赠，超额计提部分的 40%作为浮动慈善
捐赠，使投资者既能实现财富增值，又能以

“点滴之力”助力慈善事业发展。

在活动上，广州市慈善会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广州市不断探索“慈善+金融”模
式，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制度创新、提

升专业支撑、加强监督管理等方式推动慈

善信托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广州市慈善信

托备案 49单，资金规模超 1.46亿元，惠及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应急救援、科教文卫、

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为金融慈善的创新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24年，广州市慈善

会设立三大慈善信托，资金规模达 8200万
元，通过专业化、规范化的信托服务，为社

区慈善发展、慈善医疗帮扶等提供长期可

持续的支持。

广州市慈善会负责人还表示，“柏年向

善”项目是“慈善+金融”融合发展的一次新
探索，后续将继续联动社会各界围绕民生

保障、科技发展、体育运动、文旅发展等领

域大力发展“慈善+”特色项目，为公益慈善
注入更多新动力。

近年来，ESG 理念日益成为公益慈善
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2024年 12月，广州
市慈善会联合有关单位举办粤港澳大湾区

企业 ESG发展年会，助推企业 ESG理念与
发展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合力构建健康、繁

荣的 ESG 生态体系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
展。下一步，广州将立足“慈善之城”定位，

精准对接企业、社会公益慈善需求，主动开

展定制化慈善服务，进一步集聚粤港澳大

湾区乃至全国公益慈善资源，进一步激发

政府、市场、社会公益慈善活力，共同营造

立足湾区、面向全国、开放共享、合作共赢

的慈善发展新生态。

广州市慈善信托备案已达 49单
受托财产约 1.46亿元 姻 本报记者 高文兴

为缅怀纪念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者，向社会公众传播“生命延续，大

爱传递”的理念，3月 26日，江苏省红
十字会、南京市红十字会联合遗体器

官捐献者家属、志愿者等 850多人，
用简洁深情的仪式共同表达对逝者

的思念和敬意。

擦去亲人名字上的灰尘，献上一

朵菊花；诗歌朗诵，表达爱与生命的

意义；将写有“人道、博爱、奉献”字样

的市民手书粉碎后，与营养土一起，

撒在纪念林中……活动现场，没有太

多言语，身处其中却能感受到那份思

念与敬意。

捐献者家属蔡亚梅说，“我是

2023年 3月 1日加入了捐友组织，当
天我就和我的姐姐、姐夫谈到这个问

题，我姐姐、姐夫当即表示他们也加

入，我姐夫在当年的 3月 17日就完
成了他的捐体。对于器官衰竭的病人

来讲，也许我们能拯救他们。”

而对于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这

是一次重新认识生命价值、表达感谢

的机会。

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院药学专

业研一学生朱子昂说，“他们在生命

的最后，毅然决然将自己的身躯捐献

给医学教育事业，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和很深沉的爱意，我们需要带着这份

感恩，不断勤奋学习，精进医术。”

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大三学

生何苗说，“捐友老师帮助了我们

很多，他让在课本上的动静脉、神

经、肌肉，真真实实呈现在我们眼

前，对于我们之后的医学学习帮助

非常之大，而我也在之后立志成为

一名捐友，为中国医学的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近年来，江苏省红十字会秉持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不断完善捐献服务体系，加大宣传

力度。截至目前，全省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登记人数累计达到 52.5 万
人，人体器官捐献累计达到 1911例，
遗体捐献累计达到 6814例。

渊据新华网冤

江苏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
登记人数累计达 52.5万

志愿者为残疾人提供公益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