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马莎莎 姜士超 美编：王蓓 校对：刘辉  2025年6月30日 星期一05

□本报记者 刘元超
　　当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悄然消融，古老文明与前沿
科技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7月2日，潍坊市科技馆三
楼临展区将重磅推出“重返金字塔”VR探索展，带
领市民“穿越”4500年，探秘胡夫金字塔的隐秘角
落，触摸尼罗河千年文明的脉搏。这场沉浸式科技盛
宴，正是潍坊市科技馆开馆十周年系列活动的精彩开
章。据悉，以“重返金字塔”VR探索展为契机，
“‘拾’级而上·科技同行”十周年系列活动将同期
绽放，四大篇章、数十项特色活动，将为市民呈上一
场持续数月的科普狂欢。

穿越虚拟时空，揭开金字塔千年面纱

　　据介绍，“重返金字塔”VR探索展运用高拟真
技术构建真实画面场景、元宇宙技术打造沉浸交互体
验、LBE大空间数字化技术打破次元壁互动。戴上
VR设备，观众仿佛置身于古老的埃及，能够身临其
境地感受古老壁画、神秘通道和未知墓室带来的震
撼，体验古埃及文明的壮阔与神秘。
　　届时，无论是探寻法老密室的机关谜题，还是俯
瞰尼罗河的壮丽全景，观众都将化身“时空旅人”，
在惊险刺激的探索中，解码古埃及文明的深邃奥秘。

四大篇章交织，共绘十年科普长卷

　　自2015年10月10日开馆以来，潍坊市科技馆始终
以科普为帆、以创新为桨，陪伴百万市民探索科学的

浩瀚海洋。十周年系列活动紧扣“彰显十年成就、深
化科普内涵”核心理念，通过四大主题篇章，全方位
展现潍坊市科技馆的成长足迹与未来愿景。
  成就展示，回顾十年辉煌。以时间为轴，镌刻十
年辉煌。在“十年印记”成就展示篇中，市科技馆将
通过多种形式展示其十年间的发展成就。一部精心制
作的宣传片将以时间轴的形式，展现科技馆十年间的
重大事件、重要成果和感人故事。此外，“我心目中
的潍坊市科技馆”系列征集活动将邀请公众讲述与科
技馆的故事，为市科技馆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优秀
作品也将在馆内集中展示。
　　特色活动，畅享科普乐趣。从端午粽香到国庆华
章，“十年启航”特色活动篇贯穿全年重要节点。据
介绍，“十年启航”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每月都
有精彩的主题活动。暑假专题活动“乐享暑假 科学
探索”，不仅有LBE沉浸式大空间VR临展，还有中国
航海日活动、全国生态日活动等。9月的科普月专题活
动将开展教师节特别活动、开学第一课等；国庆期
间，“盛世华章 红旗飘扬”主题活动将科普体验与
爱国教育深度结合，为市民带来全龄段的科学乐趣。
　　科普星夜，感受别样科学魅力。当夜幕降临，科
技馆将化身奇幻空间。据介绍，在“十年感恩”科普
星夜篇中，市科技馆将举办别具特色的“科技馆奇妙
夜”系列活动。一是“星光下的科技馆”，活动当日
科技馆开馆时间延长至20时30分，让市民从新奇的夜
间视角感受科学的趣味与神奇；二是“奇幻科学‘不
打烊’”，在市科协科普嘉年华活动期间，市科技馆
将推出“鸢都科普号”小推车，展示小型科普展品，

并开展科普表演、科普秀等，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科
普体验；三是“星光探索·点亮科学”，在市科技馆
外开展“科普集市活动”，设立科普互动摊位区、科
普手工作坊区等，打造集知识传播、实践体验、服务
惠民于一体的夜间科普新场景。
  乐享电影，点燃科学梦想。以巨幕为画布，以科
技为画笔，“十年探索”乐享电影篇同样精彩纷呈。
7月，市科技馆将邀请影片《寻秘自然：地球往事》
《寻秘自然：无形之力》导演举办见面会，将为观众
揭秘影片背后的科学密码。同时，第二届潍坊市科技
馆科普电影嘉年华活动，将筹备一系列科普大片轮番
播放，并邀请观众评选最喜爱的影片。届时，“更好
潍坊 光影与科学”潍坊市科技馆科普影片主题放映
活动，通过“送科普进基层”的形式，将优质科教影
片、前沿科技纪录片等资源输送到全市社区、县市区
及偏远农村地区，让科学知识跨越地域限制，惠及更
多群众。8月的“我的科学梦”展演比赛，以弘扬科
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为主旨，鼓励青少年分享自己的
科学梦想。10月的“小小放映员”培训活动，让青少
年亲身体验电影幕后工作，在实践中成长为科普传播
的新生力量。
　　从虚拟世界的文明探秘，到现实生活的科学狂
欢；从历史成就的深情回望，到未来征程的激昂启
航，潍坊市科技馆开馆十周年系列活动不仅是对过去
十年发展的回顾与总结，更是对未来科普事业发展的
展望与期许。新起点上，让我们相约潍坊市科技馆，
在探索中感受科技的温度，在体验中点燃创新的火
种，共同书写属于潍坊科普的下一个精彩十年。

拾光逐梦探科学 凝心聚力启新程
——— 潍坊市科技馆开馆十周年系列活动蓄势待发

从工人到作家 他用文学镌刻地方文化记忆

　　推开昌邑市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厚
重的大门，张葆海再次站在展厅内，思
绪进入到“丝绸”中。他曾一次次打量
这些藏品，从历史烟尘中梳理它们所在
的位置；他曾无数次跟老织工刘元勋交
流，了解织绸的工序细节……张葆海在
昌邑生活了30多年，他将自己对昌邑的
爱、将在昌邑生活的人生感悟与生活感
悟，全都融入到“锦绣昌邑”系列小说
《大绸商》《大盐都》《大御医》中，
用小说镌刻着地方文化记忆，更将笔触
延伸至红色渤海走廊的研究领域。

□文/图　本报记者 齐英华

　　今年58岁的张葆海出生在原昌邑县太保庄乡（今
属峡山区），儿时便有作家梦，高中阶段创作了3000
多字的小说《颤抖》，抒发青春期的心中郁闷。他
的职业生涯从电工开始，后来通过自学成为新闻记
者、编辑，出版过昌邑市首部新闻作品集《大地求
索》。
　　2004年初，张葆海从新闻战线转战文化战线，
将主要精力放在挖掘整理地方历史文化方面。那些
年，他先后主编、参编了《昌邑村情》《昌邑知名

企业》《我们走过那黎明的河边》《天南地北昌邑
人》等文献资料，创作长篇小说《村里村外》，出
版报告文学作品集《时代风采》、中篇小说集《且
听蝉鸣》。
　　张葆海在2014年调入昌邑市政协工作，参编《昌
邑乡村文史大观》三年间，对北孟、饮马、石埠、奎
聚四镇街所有村庄做了详细调研，对691个村庄的文
化资源、村情村貌等进行普查，积累了大量素材，为
后续小说创作打下了基础。

自幼心怀作家梦，执着追梦不负热爱

创作系列小说，复活地方文化基因

　　张葆海用文学的手法为家乡的历史文化赋能，他
通过《大绸商》《大盐都》两部作品，生动呈现了昌
邑的丝绸文化与海盐文化；以清代御医黄元御为原型
创作《大御医》，展现了当地的中医文化。
　　写《大绸商》时，他多次采访老织工，按照工艺
流程，一步步亲自体验。特别是写到绸商下南洋、走
西域的经历，涉及多个外国地名，他对照地图，模拟
行走路线；对于当地风情，他大量查阅资料，甚至多
方联系几位在华留学生请教。
　　《大盐都》中有关于竹盐生产的描写，虽然现在
的设备、工艺日趋现代化，但原理是相同的。炎炎夏
日，他冒着高温深入山东泓健盐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了解生产流程，观察烧制变化；对于每一个相关
地名，他都实地勘察其特征。
　　创作《大御医》时，他不仅翻阅了黄元御的几十
本医书，还就把脉、煎药火候等多方请教老中医，书
稿中的每一副药方都找多位中医审核。2024年9月，
他专程到西安向国医大师、黄元御第六代传人杨震先
生请教；同年10月，趁杨震到昌邑参加黄元御中医药
文化节之机，张葆海到其入住的宾馆征求意见。
　　文化因产业而更富内涵，产业因文化而更加兴
旺。“锦绣昌邑”系列小说把地方精神镌刻在人物骨
子里，把人物品格渗透进文字肌理中，像三根柱子，
撑起了昌邑地方文化的一方天空。

前行不止，新作《大风筝》正在创作中

　　昌邑是山东抗日劲旅七、八支队会师地，渤海走
廊中心区，胶河战役主战场。如何让昌邑红色文化在
新时代熠熠生辉，这也是张葆海思考的问题。
　　10年前，张葆海开始挖掘昌邑的红色文化资源，
特别对渤海走廊革命斗争史做了重点研究，先后参与
龙池镇红色文化展览中心、红色文旅小镇、渤海走廊
革命斗争陈列馆等策划布展工作。
　　为挖掘渤海走廊革命斗争史，他与几位同志从招
远开始，沿渤海走廊从东往西探访100多个村庄，采
访了数十位80岁以上老人。在莱州查找到运金部队过
胶莱河的渡口，并确认了过河过程；辗转多地采访亲
历者和他们的后人，获取不少资料，弄清了渤海走廊

的具体路线及胶东抗日军民夺金、运金等细节，还从
玲珑金矿带回一些采金老物件和金矿石标本。从建馆
收集资料，到撰写布展大纲，张葆海意犹未尽，接着
又创作了2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生命密道》。
　　这位工人出身的作家，用半生时间证明：最地方
的，恰恰是最世界的；最民间的，往往是最永恒的。
在他笔下，昌邑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成为了一
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原乡。他是作家，目前正创作
新的地方文化力作《大风筝》，但他的工作又不局限
于写小说，他主持“昌邑记忆工程”，留给后人文化
DNA，他提出“锦绣昌邑”城市品牌，赋能地方文
化传播。张葆海（前）在老织工刘元勋指导下体验木机织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