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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招考”为考生与高校搭建起沟通交流平台

6月24日至25日 高校招生咨询会走进四城
6月，进入一年一度的高考季。由四

川省教育考试院指导，四川省招生考试
指导中心和封面传媒共同打造的全国首
个智慧招考平台——“云招考”，将组织
开展四川省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咨询公
益活动，以“线上+线下”的形式，搭建起
考生与高校的沟通交流平台。6月24日
至25日，线下咨询会将走进川内四座城
市，面对面为考生讲解志愿填报。

咨询会落地四城
一站式解决考生及家长的疑问

高考作为人生中关键的转折点，考生
了解高考政策、做好学校选择至关重要。

为了全方位、立体式服务考生、家长、
学校，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
专业委员会、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
成都市教育考试院、绵阳市教育考试院、
南充市教育考试院、宜宾市教育考试院的
指导下，“云招考”平台将主办四川省
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咨询公益活动，通
过现场沟通交流，一站式解决考生及家长

的疑问。
6月24日至25日，高校招生咨询公益

活动将在成都、绵阳、南充、宜宾四个城
市落地，在成都理工大学、西南科技大
学、西南石油大学（南充校区）与四川轻
化工大学（宜宾校区）四所高校开展学校
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届时，来自全国
985、211、“双一流”等省内外的高校将
汇聚一堂，就各学校往届录取数据、学校
特色、专业特点以及2023年招生政策等
相关问题，接受考生及家长的咨询，通过
现场科学指导，让考生更好地完成高考
志愿填报。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咨询会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有关
精神，是服务考生、家长、高校的一站式
服务平台，更是招考咨询的重要平台。

云招考二期上线
四方面升级全力服务招考工作

以智慧招考体系为支撑，“云招考”

平台还将组织四川省2023年普通高校招
生线上咨询公益活动，为考生提供与院
校云端交流咨询的机会，以及政策解答、
招生章程、招生计划、一分一段表、录取
情况查询等全方位服务。

“云招考”平台自去年6月8日上线以
来，已初步构建起了教育+科技+传媒的
融合生态。截至目前，平台共计接入
2408所高校，其中省内高校134所，省外
985/211院校共计117所，省外其他院校
2157所。上线一年来，“云招考”平台共
发布近千条原创图文及视频稿件，全网
累计阅读过亿。

随着平台影响力不断扩大，“云招
考”二期已正式上线运营，据相关技术负
责人介绍，二期进行了4大方面的升级与
创新：

第一，视觉效果升级，平台体验更
流畅。“云招考”二期的各个页面功能布
局、视觉效果在一期的基础上进行了升
级，更符合年轻群体的视觉体感和操作
体验。

第二，交互功能升级，校园游览更丰
富。以创新性的“云上3D校园”为核心
亮点，二期采用新型3D优化技术，极大
地提升了模型加载速度。

第三，AI能力升级，平台服务更智
能。“云招考”二期增加了“高职单招志愿
辅助”“新高考选科辅助”等辅助系统，同
时利用主流媒体核心算法，让平台在具
有权威属性的基础上，提高内容生产的
安全性。

第四，运营能力升级，平台模式更灵
活。为丰富平台宣传和运营能力，二期
建设在招考资讯、高校云展、网上咨询等
板块中，增加了多项运营产品，提升运营
能力。

集权威资讯、校园展示、辅助报考、
网络咨询等于一体的新型智慧招考服
务平台——“云招考”将不断升级，打通
高校展示新窗口，满足考生和家长的核
心需求，构建出沉浸式、多维度的招考
云平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

目前，四川省第二届“天府好家规”
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此次活动由
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宣传部主办，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活动启动以来，
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近日，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朱炳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
享了他对家风家教的认识。

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铜雕艺术大师中，朱炳仁先生是当
之无愧的一代宗师。”2000年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二十一世纪封面人物》评语中如
是说。1944年，朱炳仁出生于浙江绍兴，
是“朱家铜艺”第四代传人。他开创了

“熔现实主义”新流派，用铜建立了雷峰

塔、桂林铜塔、峨眉山金顶、杭州江南铜
屋等百座铜建筑。朱炳仁的展览作品也
非常丰富，如他的第一幅熔铜壁画作品
《阙立》，既表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概，
也是一种思考、一种方向，被中国国家博
物馆收藏。此外，他还常常用铜艺这种
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重述”经典，比如
为致敬梵高推出的《致敬葵花系列》，为
纪念元代青花瓷推出的《青花系列》等
等。用朱炳仁自己的话来说，“铜就是
我，我就是铜。”

一定不要忘记学习

传承离不开家风家教，“以铜立业，
以书为训”就是朱家传承百年的家训。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时，朱炳仁回忆：“在我小时候，父亲会叮
嘱我保留好书写完的字纸，让我好好珍
惜。他希望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学习，要
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技能。”

生于老字号铜艺世家，朱炳仁的
儿子、“朱家铜艺”第五代传人朱军岷，
从小深受熔铜文化熏陶，并继承了父

亲精湛的铜艺技术，成为新一代的铜
艺大师与铜雕技艺传承人。他与父亲
一起创立了“朱炳仁·铜”品牌，将铜艺
文化和技艺发扬传播到了更加深远的
层面。

以平常心对待事情

在继承家训的同时，朱炳仁对家风
也有自己的理解，他想告诉下一代，在面
对事情时要“以平常心来对待”。“有时
候，争做第一名真的没有必要。人的生
活方式，就是要平和一点，以平常心去面
对。努力了，顺其自然便好。”

据了解，朱炳仁孙辈的成绩非常优
异，已被国内一流学府提前录取。“现在
的社会发展，对孩子的学习非常有利，他
们拥有广阔的学习渠道，能够通过网络
获得丰富的知识，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发展自己。我对他们其实并没有特别的
关照或祝福，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做
得很好。”朱炳仁自豪地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谭羽清

实习生王仕豪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家铜艺”第四代传人朱炳仁：

朱家“以铜立业，以书为训”的家训传承百年

（上接02版）
“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进行

深入阐释，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
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
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的深刻把握。这令我深受启发。”吉林大
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授孙正聿说，“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有坚定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
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
文化自信。”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
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如何构建中国
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
讲话中给出了鲜明答案。”武汉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沈壮海说，“‘第二个结
合’的提出，凝结着党领导人民百余年的
奋斗经验，更揭示了在新时代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的方法论。”
沈壮海说：“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总书记的最新阐释，从中华民族世世代
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和智慧，引导更多学生带着对中华文
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延续文化
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共同创造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陕西历史博物馆内，一件件珍贵文
物浓缩数千年文明绚烂之美，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参观。馆长侯宁彬第一时间带
领全馆工作人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我们真切感
悟到，正是‘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
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
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侯宁彬说，“博物馆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百姓大众交流的
窗口。我们将继续通过更有质量的展览
和开放活动，向观众讲好文物故事，以创
新创造激活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赓续
中华文脉。”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夏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古木参天，
绿荫如盖。千年学府中，无论是“学达性
天”的期许，还是“实事求是”的古训，都
记录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烛照古今的
思想光华。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岳麓
书院党委书记陈宇翔深感重任在肩：“身
处伟大新时代，岳麓书院将进一步加强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切
实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不断在理论发展
上作出新的阐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
有突出的包容性，具有突出的和平
性。总书记的讲话，给予福建泉州海外
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莫大的鼓舞。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
周年，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泉州海交馆参观
研学。”丁毓玲说，“作为文博工作者，我
们要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文化传播工作，

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在
实际岗位上以点点滴滴的努力，担负起我
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奋进新征程，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
创新。

今年傣族泼水节前夕，云南耿马县
民族歌舞团创作的泼水舞曲走红社交网
络。舞曲吸纳马鹿舞、白象舞、象脚鼓语
等当地非遗元素，同时创新艺术形式，加
入流行音乐元素，呈现轻松欢快的律动
风格，广受年轻观众喜爱。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坚持守正创
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
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为我们实现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耿马县民族歌舞团负责人
王峰表示，今后，他和团队将立足守住优
秀传统文化根脉，不断探索和创新传统
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力争打造出更多
留得下来的文艺精品，在新时代谱写更
加生动的文化传承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大家”说家规

朱炳仁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