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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说

数字化赋能湘潭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
陈一帆 刘思琦

红色资源承载着思想、经济

和文化等多重价值，在建设中国式

现代化的新征程中，用好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

对巩固深化思想认同、坚定理想信

念、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

意义。湘潭是红色文化圣地，拥有

巨大的红色资源潜力储备和开发

价值。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背

景下，利用数字技术对湘潭红色资

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创新传播，是新

时代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迫切需

求，也是红色资源保护和活化利用

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瓣
橘子

洪佑良

今日学堂 用恒心写下最美的岁月
李彦霖

筝音里的中华
李沐嫙

读者之声

心有所向 无惧道阻且长
黄洁

搭 建 数 字 平 台

盘活红色文化资源存量

数字化资源库的建立是红色文旅资源保
护、传播、活化的逻辑起点。地方政府、高校
要加强交流合作，形成合力，系统梳理红色革
命旧址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资源底数，
利用走访、采访等方式，收集、梳理、挖掘与整
合湘潭市各地能够重现红色历史、传承本源
性社会记忆的原始材料，如遗物、事迹等。让
原本分散式、碎片化的红色文化资源信息，通
过“建模、仿真、信息技术和处理”流程数字
化，建立资源信息库分类储存，实现资源整
合、保护传承和分类利用。同时，积极引进驻
潭高校精品微课和虚拟仿真实验室，线上线
下同频共振，推进全市红色资源的集中展示、
整合利用。

激 发 数 字 智 慧

重塑红色文旅品牌竞争优势

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为文旅生
态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地方文
旅应当探索更加丰富多元的“数字+红色文
旅”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以数字技术激
发现有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意潜力，促进红
色旅游与“人、文、地、景、产”等旅游要素相
融合，与文化、生态、教育、金融等业态相融
合，与智能工业、智慧农业等行业融合发
展，推动以教育、观光为主的红色旅游发展
模式，向红色文化凸显的多业态产品综合发
展模式过渡，实现湘潭红色文旅多领域、深层
次交融发展。

同时，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动态预测
红色旅游市场的消费偏好，继而以市场需
求为基点，以项目为引领，以产业链建设
为支点，创新营销模式，构筑红色文旅数
字品牌新格局。例如，可以充分发挥数字
媒介优势，在搭建数字红色文化资源平台
的基础上，加入电商和农产品“元素”，帮

助湘潭红色文化资源走出“深闺”，拥抱市
场，扩大传播影响力。人们只需轻触指
尖，即能通过行政区划、场馆类别、关联推
荐等多维度定制搜索，有针对性地查询浏
览全市红色资源，获取红色场馆的位置信
息、虚拟场馆、精品课程、特色文创产品和
农产品等多项关联资源。这既能给人们
带来沉浸式、立体式和趣味性的虚拟现实
体验，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效能，又能打通
乡村经济实体与城镇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与资
金通道，带动农产品和文创产品销售。

培 育 数 字 人 才

完善培养体系和引才机制

加大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深入挖掘
湘潭本地红色文化人才，加强引进数字化红
色文化资源复合型人才，聚焦产品研发、技术
指导、旅游接待与推广等专业技能培训，夯实
创新发展人才基础。

具体而言，首先，建立“产学研”合作机
制，促进驻潭高校、企业与红色旅游景点之间
的深度融合，共同制定基于红色资源保护利
用实际需求的数字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实践
教学和项目合作，促进数字人才培养与产业
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其次，开发多层次的
数字人才培训课程，涵盖基础理论、技
术应用、创新实践等方面，推进定
制化、定向化培养，塑造

更多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的高素质数字
人才。最后，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
策，包括优厚的薪酬待遇、住房补贴和其他保
障措施，为引进的高端数字人才提供良好的
工作环境和生活配套服务，解决其后顾之
忧。通过以上措施，扎实开展数字人才育、
引、留、用等专项行动，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
激发其创新创业活力，力求打造一支规模壮
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高水平
数字人才队伍，更好地支撑湘潭红色资源保
护和活化利用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课题：2024年湘潭市“领导出题·专家答
题”社科规划课题“数字化赋能湘潭红色文旅
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编号：2024061）；2024
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
一般课题“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高
校思政教育的三重逻辑与路径研
究”（编号：XSP24YBC125）

（作者系湖南工程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湘潭医卫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

女儿递给我 3瓣橘子，
轻声说：“爸爸，吃橘子。”我
刚吃过饭，胃有些胀，便将橘
子放在茶几上。一抬头，我
看见女儿眼中闪过一丝失
望。

女儿刚满 3岁时，我们
把她送到了附近的幼儿园。
她一边看着那些色彩斑斓的
儿童设施和同龄的玩伴，一
边看着我们，很是纠结。这
时，幼儿园老师拿起一个橡皮鸭吸引了
她的注意，我和妻子趁机溜走了。那一
天，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女儿纠结的眼
神，担心她会感到孤独和无助。下班后
我直奔幼儿园，看到很多孩子在玩耍，一
时找不到女儿。忽然，一声“爸爸”，一个
花球滚到了我脚下。我捧着女儿的脸，
见她因为激动显得红扑扑的，眼睛也有
点红，显然哭过。

“宝贝，幼儿园好玩吗？”我问道。“好
玩，也不好玩。”“为什么好玩又不好玩
呢？”“这里没有爸爸妈妈。”“爸爸不是来
接你了吗。”我抱着女儿回家。她紧紧地
搂着我的脖子，好像一松手就会丢了似
的。

小学6年，女儿读的是一所全寄宿制
学校。第一天送她报到，校园里很热
闹。有几个孩子是女儿幼儿园的同学，
女儿和他们有说有笑，很快融入了集
体。我和妻子办好了入学手续准备回家
时，女儿竟挥挥手说：“拜拜。”全然没有
一点依恋的样子。直到晚上9点，妻子接
到女儿用老师手机打来的电话。女儿在
电话那头说：“妈妈，我想回家，我不想住
在这里。”

“怎么了？学校里不是有很多小朋
友吗？”妻子不知道如何安慰她。

“我怕，我想回家。”
听了女儿的话，我心里

酸酸的。一个 6岁的孩子，
从未离开过父母，要独自度
过没有亲人陪伴的夜晚，内
心的忐忑是可以理解的。

我接过电话，只叫了声“佳佳”，女儿
就在那头放声大哭：“爸爸，我想回家，你
来接我。”安慰了许久，女儿的情绪逐渐
平复，一场小插曲终于化解。

每个星期天送女儿去学校，她总是
一步三回头，一直要看到我们的车拐出
学校大门才进去。渐渐地，她下车就直
奔学校，偶尔回头看一下。后来，学校包
了公交车负责接送，女儿就在家门口上
车。每天，她都会早早准备好东西，对我
们说声“拜拜”就走。

女儿上大学后，与我的距离越来越
远了，有时甚至几个月都没有一个电话，
即便打来电话也只是问候一声，就急着
要和妈妈说话，好像我这个爸爸可有可
无似的。视频通话也只给妈妈，我凑过
去看时，她见到我就挥挥手，表示见到
了。我有些醋意，心里也空落落的。我
甚至认为，小学就送她去寄宿学校读书
是最大的失误。那段时间是孩子性格发
展、定型的关键时期，需要父母的指导和
矫正，也是与父母感情相互磨合、接纳的
关键时期，过早地独立生活，只会隔断亲
情的延续。

我和女儿的交流日渐减少，即使有
也极为简单。这一次，女儿给我橘子，或
许就是我和她改善关系的机会，我却直
接放在了茶几上，她肯定会失望。想到
这里，我连忙下楼，拿起茶几上的橘子
说：“佳佳给我的橘子，就算撑
了也要吃。”我吃了一瓣又说：

“这个橘子好甜，一点也不酸。”
我瞟了一眼女儿，见她很开心
的样子。

橘子很甜，还有一点点酸！

翻开妈妈那本尘封的日记本，泛黄
的书页仍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一页
又一页，纸上写满了她那清秀的小字。
妈妈如诗般的年华，在我眼前静静流
淌。

我的妈妈出生于1984年的夏天，外
婆给她取了一个如美玉般的名字——
彭珺。听起来似乎是个清冷的性格，但
实际上，她是一个充满乐观与开朗的
人。妈妈是家里的长姐。每天她都会
早早起床准备早饭，吃完饭后，再叫上
弟弟妹妹一起晨跑、一起上学。看到这
里，我以为年幼的妈妈一定坚持不下
来。但她的日记里却清晰记录了弟弟
妹妹们的乖巧和一起上学的欢乐，可
见，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在学业上，妈妈始终保持着勤奋踏
实的态度。她曾一度陷入是否参加晚
自习的纠结之中。原本她可以在下午
放学后直接回家，但考虑到晚自习时老
师可能会教授知识，她感到左右为难。
上晚自习，担心回家路上太黑；不上晚
自习，又怕错过重要的知识点。日记本
上，妈妈化身为两个观点不同的人，相
互争论着，而支持上晚自习的那一方总
有理由能够说服对方。

沙沙作响的书写声响彻妈妈的青
春岁月。在无数个书声琅琅的清晨，无
数个笔耕不辍的深夜，她与书本相伴、
与笔墨为伍。她的指尖磨出了通红的

茧子，身体扛下了阵阵疼痛，心灵也历
经了诸多磨难与苦楚。翻阅那些蒙上灰
尘的书籍和厚重的日记本，我才知道，原
来妈妈过去的每一天都如此充实，都充
满了书卷的香气。尽管也会有困意缠绕
的夜晚，也会感到焦虑难熬，但比起心中
铺满的锦绣，这些又算什么呢？

一页又一页日记翻过，字迹不断变
化，但妈妈的心却始终如一。后来，她考
入了医学院，毕业后，她又开始了忙碌不
停的工作生涯。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总
是忙得脚不沾地。上班时，她整天都在
病房里和医患打交道，而我则被留在休
息室里“自生自灭”。她经常因为忙碌而
忘记吃饭，有时甚至忘了我的存在。长
时间的站立，让妈妈患上了腰伤，但当她
专心投入工作时，疼痛似乎也被抛诸脑
后。在妈妈日复一日的辛劳中，她积累
了不少嘉奖和荣誉。她的日记中，记录
了初次获奖的喜悦与激动，也记录了年
复一年、始终如一的坚守。

微风卷起书页，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看着妈妈的照片，岁月的痕迹悄悄爬
上她的脸庞。她已不再年轻，但她的眼
神依然明亮，成熟而稳重。她也不再害
怕黑暗，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小护
士，而那段最美的岁月已永远镌刻在妈
妈的日记本上，在岁月深处熠熠生辉。

（作者系湘潭江声实验学校2221班
学生 指导教师：茹海花）

又 是 一 场 雨 落
下，模糊了窗外的绿
影，落在了远处若隐
若现的山峰上。

一旦从风中捕捉
到夏日来临的气息，

我便会想起高中时代那漫长而潮湿的
自习时光。空气中混杂着泥土和落花
的味道，萦绕在鼻尖，仿佛跨越了时
空，将我与过去紧密相连。

小学毕业后，我独自踏上了求学
之路。离别前，望着母亲不舍的眼睛，
我的心里仿佛放了一瓶汽水，随着心
脏的跳动而上下起伏，直至分别那一
刻，猛然破裂，酸涩的感觉弥漫全身。
然而，当我坐上车后，一种莫名的激动

悄然涌上心头，仿佛这列车将带着我
驶向更加幸福美好的世界。

关于成长的定义千变万化，对我
而言，它就像窗外这场朦胧模糊的雨，
也许我知道它将落在何方，却无法预
知它的起始与终结。也许正是这种模
糊，让我保留了某种纯粹。

中学时期的记忆，只剩课桌前堆
积如山的书本。我趴在桌上，埋头苦
读。窗外的枝叶始终挡不住炙热的阳
光，洒在了习题册上。那时的我，并不
知道这些习题会怎样影响我的命运、
给我的未来加码。手中的课本承载着
太多意义，显得有些沉重。而我需要
做的，就是肩负起这份重量，走向大人
口中所说的未来。

如今，我已步入大学，成了那个衣
冠楚楚、拉着行李箱奔走在车站的大
人。然而，儿时想象中的意气风发的

模样，并未在心中激起太大的波澜。
或许，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孤独。

我常常感到自己只身站在人生的
十字路口，不停地计量着得失，计量着
时间的长度，尽量不让自己行差踏错。
然而，我也时常会被困在摇摆不定中，
溃败和暗流不时袭来，伴随着无法言喻
的委屈。但即便如此，那阵痛楚是成长
的必然，面向未来，我依然义无反顾。

“叮咚”一声，一颗硕大的雨滴落
在了阳台的铁盆里，将我飘散的思绪
拉回现实，才发现雨已停。窗外的世
界又重新明媚起来。望着明亮的街
道，我意识到，没有人的生活是一帆风
顺的，但无论何时，我们都应满怀希望
地向前看。与其沉溺于过往，不如与
自己和解，勇敢地迈向未来。

（作者系湘潭理工学院汉语言文
学专业学生 指导教师：薛瑞众）

从前，古筝在我眼里只是一件用
来弹奏的乐器，而中华文化也被我视
为一种抽象的精神象征。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逐渐认识到，古筝及其所承载
的中华文化并非遥不可及，它们就在
我们的身边，是我们文化血脉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初见古筝时，它的外观便令我感
到惊奇。四四方方的琴身上，排列着
无数根细丝，这就是所谓的“弦”。初
学时，我用胶布缠住指甲，轻轻拨弄琴
弦。当指尖轻抚琴弦之际，便产生了
宛如珠落玉盘的奇妙声音，余音袅袅，
令人回味无穷。指尖从上往下拨，琴
声由明快转向沉稳，如行云流水般自
然流畅。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对
古筝这一汉族古老的民族乐器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古筝音域广阔、音色优
美，演奏技巧丰富多样，表现力极强，
被誉为“众乐之王”。这也让我更加热
爱古筝。

但练习时的我却时常心不在焉，
戴指甲的繁琐、练习后的单调乏味，让
我常常只是机械地按照曲谱进行弹
奏。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通过了四
级考试。后来，我始终弹不好古筝名
曲《高山流水》，让我十分苦恼。直到
某日，我翻阅课本，读到一个故事：一
琴师名伯牙者，在山中弹琴，一个叫钟
子期的樵夫竟能听出他琴声中表达的
意境，说这琴声“峨峨兮若泰山”“洋洋
兮若江河”。看到这，我心中灵光一
闪。这首曲子是否也蕴藏着这样的故
事呢？我弹奏时，是否也能像伯牙一
样，弹出高山流水般的意境呢？于是
我尝试在弹奏时融入伯牙的情感，果
然效果大有改善，也顺利通过了考试。

我终于明白，古筝不只是用来弹
奏的乐器，它更承载着中华千年文化
的厚重与底蕴。一代又一代人倾心学
习，仿佛撒下了一颗名为“传承”的种
子，历经时光的洗礼，逐渐生根发芽。
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始终未曾
放弃它，通过世代的不懈努力，它愈发
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自学习古筝那一刻起，我们便肩
负着传承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了考试，
为了表演，更是为了延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因此我们必须怀有敬畏之
心。

中华文化神圣而伟大。作为新时
代的青少年，我们唯有敬重并不断学
习，才能使其传承不息，源远流长。

（作者系长郡湘潭高新实验学校
2308班学生 指导教师：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