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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老胡同的文创新生活

当胡同遇到文创，会碰撞出怎样的创

意？在日前闭幕的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北京市东城展区

以“老胡同的文创新生活”为主题，打造了

包含VR教育互动、木作工坊、非遗展示、

古法造纸、非洲鼓体验等文创项目在内的

展示与互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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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雨岑 吴 晶 胡 浩

历史长河奔流不止，灿烂的中

华文明独树一帜；5000多年生生不

息，古老的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东方。

从文化遗产的传承，到自然遗

产的保护；从加强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利用，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创新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

新的历史方位，从留住文化根脉、守

住民族之魂的战略高度关心和推动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和全面部署。

跨越时空，璀璨的文明之光点

燃亿万中华儿女内心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照亮民族的复兴之路。

高瞻远瞩，谋篇布局——

本着对国家、民族、子孙后代

负责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以

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为

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

指明方向

端午小长假，山东枣庄台儿庄

游人如织，徜徉在大运河畔。

清晨，满河朝霞，舟楫如织；入

夜，桨声灯影，枕河而居……沉浸在

美妙风光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条贯

穿南北5大水系、流经8个省市的人

工河道，一度面临挤埋填占、生态污

染等诸多困扰。

滋养广袤大地、哺育亿万民众，

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如何

更有尊严、更加光彩地“活”下去？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

建立遗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出

台一系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

的地方性法规，完成大运河文化带

文物保护利用专题研究报告，印发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

纲要》……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

中央和地方整体规划、有序推进，一

条“文化玉带”串联起沿岸无数物质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新能量。

思想高屋建瓴，情怀深厚绵长。

2002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

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作

序时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

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

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

传统。”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城镇化

加速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初夏时节，河北雄安新区容城

县晾马台乡南阳村的南阳遗址发掘

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这座遗址，是

雄安新区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

丰富的古遗址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

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

续历史文脉”的要求，河北雄安新区

联合考古队已完成了雄安新区全域

范围内的文物调查和起步区约100

平方公里内50处古遗址古墓葬的考

古勘察试掘。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对历史文物

的敬畏之心，强化“保护文物也是政

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

经济社会发展。

对河北正定古城保护，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秉持正确的古城保

护理念，即切实保护好其历史文化

价值”。

对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修旧

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

辽宁阜新“万人坑”遗址遭破

坏、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大段重要指示

批示……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

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

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宝贵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在习近平总书记心

中重若千钧。

在北京市考察，总书记指出，历

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

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

来到西安博物院，总书记关心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小雁塔的保护，

专门叮嘱古建保护要秉持“修旧如

旧”的原则。

来到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

市湾桥镇古生村，总书记指出，新农

村建设一定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

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

乡愁”。

置身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

化街区永庆坊，总书记走进粤剧艺

术博物馆，勉励票友把粤剧传承好

发扬好。

……

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

留住文化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坚信：“一个民族

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

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他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

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

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

誓词。

他踏遍西柏坡、延安、井冈山等

革命圣地，留下不忘初心的红色

足迹。

透过历史，可以触摸信仰、激扬

心灵。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的参天大树生发新枝，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绽放芬芳。

江苏徐州，潘安湖国家湿地公

园内，年逾八旬的王秀英坐在香包

工作室里忙碌地穿针引线。

2017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潘安湖街道马庄村，走

进村里的香包制作室。拿起王秀英

制作的中药香包，总书记自己花钱

买下一个，笑着说“我也要捧捧场”。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不仅是

国家和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谋划，

更是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期盼。

现在，马庄村的香包“火”遍大

江南北，成为村里的致富“法宝”。

王秀英说：“虽然我年岁大了，还要

把传统文化好好传承下去，为社会

作点儿贡献。”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新

时代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更加

贴近人民的时代需求，不断释放蕴

含的巨大能量。

多措并举，活力迸发——

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阔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

垂范，为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工作提供不竭动力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

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

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

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

地传承下去。”2017年7月，鼓浪屿

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这座东南沿海的弹丸小岛，珍

藏着一段难忘的情谊。

如今被视为鼓浪屿“地标”建筑

的八卦楼，曾经年久失修、破败不

堪。得知修缮工作经费困难，时任

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

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拨出30万元资

金，解了燃眉之急。

如今，伴着徐徐吹来的清新海

风，漫步于岛上，风情各异的历史建

筑令游客如入画卷。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鼓浪屿的变迁，正是新时代遗

产保护工作改革创新的生动写照。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文物保

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会议指

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对于我

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具有重要

意义。

“保护和利用，一直是文物工作

不可偏废的两面。这份文件的出

台，对文物工作的改革创新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

珠说。

可可西里所在的三江源，拥有

青藏高原上最密集的湖泊，是长江、

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被形象地誉

为“中华水塔”。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通过

视频连线，详细询问三江源的生态

资源管护工作。

两年后，一支由40位牧民生态

管护员组成的藏羚羊迁徙护航队，

接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授予

的旗帜。可可西里的珍贵生灵，从

此有了更加安全的家园。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公

益岗位“一户一岗”模式逐步推开，

当地1.7万牧民加入生态管护队伍，

自然遗产地的人们从此端上了“生

态碗”，吃上了“绿色饭”。

党的十八大以来，架构更加清

晰、责任更加明确的制度建设，正在

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保驾

护航。

——这是对丰厚“家底”的全面

摸排。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顺利完成，10,815万件/套国有可移

动文物的“家底”得以摸清，有效提

升全国文物基础数据的全面性、准

确性。

——这是对文物犯罪的雷霆亮

剑。2017年以来，公安部、国家文物

局持续联合部署开展打击文物犯罪

专项行动，取得重要战果。破获文

物犯罪案件1572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2590名，追缴文物逾万件。

——这是对文明根脉的孜孜探

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资料

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多年文明，以

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悠久的文

明传承，自此不再仅仅是史书中泛

黄的记忆。

——这是迎文物“回家”的动人

故事。通过执法合作、外交斡旋、司

法诉讼、谈判协商等多种方式，中国

成功从英国、美国、法国、丹麦、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追回5000余件流

失文物，并对历史上流失文物回归

原属国这个世界难题进行了创新性

求解。

——这是对传统工艺的传承振

兴。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实施

“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

计划”，截至2018年底，参与院校达

118所，培训学员2.7万人次，全国参

与人群达9.5万人次。

从保护一栋楼到珍视一个岛，

从建设一座城市到引领一个国家，从

传承一项技艺到普及一种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文脉的守护

初心不渝，对宝贵遗产的重视一如

既往。

从大运河到鼓浪屿，从可可西

里到梵净山……承载着中华民族历

史记忆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瑰宝，愈

发光彩夺目。迄今，中国已拥有53

项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二；40个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榜首。

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而成

江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工作的四梁八柱不断

完善——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年）的意见》要求充分

发挥革命文物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长城保护

总体规划》明确长城保护维修应坚

持原状保护……

凝聚各方智慧与力量，我国文

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的内涵日渐

丰富，活力不断迸发，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

金色名片，熠熠生辉——

面向世界、着眼未来，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事业前景广阔，文化自信

在亿万中华儿女心中不断升腾

孟夏时节，万物并秀。中国北

京迎来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各

方宾朋。

“元代的青花瓶保存下来非常

少，这件藏品可以说是陶瓷中的熊

猫。”面对来自“大美亚细亚——亚

洲文明展”的精美文物，习近平主席

信手拈来的幽默妙喻，给远道而来

的外国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

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是中华

文明的金色名片。

不论是元首会晤，还是出访外

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

各种场合生动讲述文化瑰宝背后的

中国故事。

保护文化遗产
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 毛同辉

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

出版的《人民日报》重新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

17 年前为《福州古厝》一书所作的《序》。

在这篇序言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

同志，以深邃的思考，生动的笔触，深刻揭

示了戚公祠、马尾昭忠祠、林文忠祠、开元

寺等古建筑的丰富文化内涵，指出“保护好

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

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

传统。”“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

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

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

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

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文化遗产保

护意识，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人文

环境保护等的关系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华夏文

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那些散布在全国各

地、城市乡村的古代建筑、历史文物，是老

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凝结着古人的

智慧与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生

生不息、庚续不绝的厚重基因。它们是历

史的见证、文明的标志，是我们共同的精神

家园，也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保护文化遗产，我们要有义不容辞的

自觉。文化遗产为我们今天弘扬华夏文

明、繁荣中华文化提供丰厚滋养。保护文

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我们要增强自觉自信，擦亮文化瑰宝，切实

保护好老祖宗的宝贵遗产，让它们在新时

代绽放新光彩。

保护文化遗产，我们要有责无旁贷的

担当。千百年来，文化遗产历经岁月更迭，

穿越烽火硝烟流传至今，本身就是一代代

中华儿女珍视、守护、传承的结果，每一代

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今天的我们，要有

这样的自觉与担当，传承文化根脉，共筑民

族未来，把珍贵遗产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

保护文化遗产，我们要有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古建筑、古文物、历史遗迹，特点

之一是不能再造，毁掉一个少一个。由于

历史等原因，一些文物古迹年久失修、损毁

严重；有的在城市开发建设中，甚至面临被

蚕食、侵占、毁掉的威胁。因此，在文化遗

产保护上，我们既要有共识，更要有行动；

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更要有行之有效

的举措；既要在发展中处理好古和今的关

系，更要在保护的同时做好修复、利用，让

“老古董”焕发新活力。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读习近平

总书记17年前的这篇序言，认真领会他对

承载中华历史文化的古建筑的尊崇之情和

对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殷切之心，以及对

于如何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文环

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对于我们今

天更好地传承文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

文 明 之 光 照 亮 复 兴 之 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纪实

人们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古城古运河道上划龙舟 新华社发（高启民 摄）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学生在为定期举办的河北梆子

合唱节排练。 新华社发（陈其保 摄）

苏轼的洗儿诗

洗儿习俗起源于隋唐时期。出于人

情世故的考量，诗人在他人洗儿时多对

孩子不吝赞美之词。但是苏轼的洗儿诗

却显得有些另类。“人皆养子望聪明，我

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

到公卿。”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的

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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