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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我国第一大河流，造就了从巴山蜀

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

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如何把

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长江沿线省区市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为契机，生动作答这一时代课题。

谋篇新时代“长江之歌”

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长江浩浩汤汤

6300 余公里，形成了羌藏、巴蜀、滇黔、荆楚、

湖湘、赣皖、吴越等文化区，为中华文明的生

生不息提供了不竭的源头活水。

擘画壮美山川，彰显文化气度。新时代，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

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部署。

2021 年 底 ，长 江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正 式 启

动，旨在激活长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系统

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深入挖掘长江文

化的时代价值，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综合考虑长

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涉及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青海 13 个省份。

加强顶层设计，“一盘棋”谋篇布局。一

年多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加

强统筹协调，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建立工作机

制，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和建设保护规划，指导

相关省份编制分省份规划，着力形成布局合

理、特色鲜明、功能衔接、开放共享的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格局。

2022 年 4 月，江苏出台《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江苏段）建设推进方案》。目前，正在编制

《长 江 国 家 文 化 公 园（江 苏 段）建 设 保 护 规

划》，将统筹沿线 8 市形成“一主八支四片”的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布局。

“江苏把高质量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江苏段）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努

力打造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重要地标。”江苏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说。

上海明确了涵盖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和一

江一河（黄浦江、苏州河）中心城段的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上海段）规划范围，将结合打造

黄浦江“世界会客厅”、苏州河“城市文化生活

休闲带”、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战略部署，形

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上

海段）特色品牌。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争创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示范区、建设长江国家博物馆，被列为湖

北重大文化工程。

在三峡大坝所在地宜昌，一条延绵 25公里

的滨江绿道景观带项目建设正在收尾，即将亮

相。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苏海涛说：“作

为长江大保护‘立规之地’，宜昌将充分发挥屈

原昭君故里、三峡生态名城的独特优势，在创

新弘扬长江文化上做足文章，全力推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宜昌段）建设见势成效。”

盛夏时节，站在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临

湘塔旁，但见长江碧水清波，奔腾不息。

曾经，这里是杂草丛生的荒滩，沿线码头

林立、砂石堆场密布。如今，融历史文化的厚

重与自然生态和谐之美于一体的临湘塔生态

文化园，已成为临湘最美长江岸线网红打卡

地。临湘市委宣传部部长罗筱波说：“守护好

一江碧水，建设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我们以

‘生态+文化’努力谱写新时代‘长江之歌’。”

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林俐

看来，浙江作为唯一一个非长江水系的干流或

重要支流流经区域而被国家纳入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体系的省份，有其特殊性也有必然性。

“站在文化角度上讲，浙江可以说是长江

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站在经济社会的角度上

讲，浙江是长江经济带向海的桥头堡，地理位

置优势突出，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点枢纽。”林俐说。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一首流

传近千年的宋词，道出长江流域各民族命运

与共的内涵所在。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产业发展与资源开发

处处长李川州说，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西

藏段），要深入挖掘这片土地深藏的文化内

涵，打造集文化保护、生产、消费、生活于一体

的多功能文化公园，让人们听到文化之声、看

见文化之美、领悟文化之韵，以文化认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赓续长江千年文脉

三星堆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

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充分体现了古蜀

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

以“三星伴月”为建筑设计灵感的三星堆

博物馆新馆 7 月 27 日试运行，数百件新出土

“重器”首次展出、AI 算法实现文物复原、裸

眼 3D 还原考古“方舱”……新馆利用新出土

文物、新研究成果、新科技等，全面提升观展

体验，开启了一场三星堆历史文化“盛宴”。

见证长江文化源远流长，彰显长江文化

智慧与精神——目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

线 13 个省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42 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38 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841 项、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 465 个，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118 处、

国家一级博物馆 91 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高度富集

的区域。

厘清长江文化脉络，揭示水脉背后的文

明密码，长江沿线各地开展文物资源调查、深

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青海是长江发源地，是古代东西方交通

和文化交流的要冲。2023 年 5 月，历时一年

的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资源专项调查全面

完成。新发现岩画、墓葬（石棺葬、石堆墓）、

古城、洞穴、古塔等 135 处文物遗存。

“青海省长江流域所在区域在丝绸之路、

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古道的连通下，形成了

独特的源头文化。”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资

源专项调查联合考古队现场负责人杜玮说。

巫山龙骨坡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奉节

白帝城遗址……重庆依托三峡考古研究和保

护成果，完善构建三峡文化历史序列。重庆

与湖北联合申报创建长江三峡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旨在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在长江三

峡的重要标识，实现全民共享大遗址保护利

用成果。

长江波涛澎湃，赓续千年文脉；长江奔流

不息，传承红色基因。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支流。位于赤水河中

游的贵州仁怀，是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发生

地。“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仁怀市坚

持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度开发利用，组织开展

全市革命遗址遗迹专项调查，切实加强革命

文物保护和价值挖掘，讲好红色故事，弘扬红

色文化。”仁怀市文化旅游局局长张啟霞说。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近 20 家博物馆发起成立长江流域博物馆联

盟，扩大长江文化“朋友圈”；湖北主办“沿着

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等活动，让人

们读懂长江、读懂中国；江苏推出“智”说长江

名家专栏，会聚智库专家，加强对重大理论问

题、现实问题、实践经验的研究总结……沟通

历史与现实、连接传统与现代，长江文化正在

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中焕发出新光彩。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贯通古今，润泽万代。人们不仅共饮一

江碧水，也共享一片精神家园。

辛亥革命、南昌起义、飞夺泸定桥……长

江记录无数革命先烈的足迹。在重庆，借助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当地正在积极

将红岩文化公园建设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重庆段）建设保护规划》。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物征管部负

责人介绍，为了更好支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重庆即将启动全市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全

面保护提升和建设好红岩文化公园，希望越来

越多人在其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前进力量。

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长江文化保护传承

弘扬规划》，提出推动长江流域文化产业和旅

游业提档升级，丰富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建设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

夜幕降临，华灯璀璨，长江岸边的安徽马

鞍山采石古镇流光溢彩。“一步一景、一曲一

舞，光影技术让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更潮更

靓……”暑假前来打卡的大学生鲍文佳在个

人社交平台上写道。

“长江不夜城是马鞍山打造的文旅标杆

项目。”长江采石矶文化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

叶连朋说，“以长江文化充实长江旅游、以长

江旅游彰显长江文化，人们将在旅游中不断

理解母亲河、亲厚母亲河。”

江西九江，“工业+旅游”正成为这一江

城的新名片。拥有 3300 余年历史的铜岭铜

矿遗址，已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及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重点项目。当地计划

在 2025 年之前，将其打造为集考古、观光、科

普、研学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

“旅游在传播弘扬长江文化方面独具优

势。”九江市瑞昌市文广新旅局局长陈少林表

示，将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铜岭铜矿遗

址，让长江文化可见、可感、可亲。

东部，长三角一体化腾飞；中部，长江中

游城市群崛起；西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兴

盛……新时代的长江流域生机勃发，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蓬勃开展。

“您好，欢迎参观南京展区。在这里您可

以欣赏长江之美，听一段白局吆喝、喝一杯南

京 风 味 咖 啡 ，在 金 陵 小 剧 场 里 看 一 部 大 戏

……”近日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数字南京 长江明

珠”展区引人驻足。

展区负责人介绍，南京正在通过“文化+
科技”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南京打造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江苏段）核心示范区的美好画卷，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我国 56 个民族中，长江流域分布着 30 多

个。百川归一江，沿江各民族文化也一同汇

入中华文化的宝库。

位于长江上游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永仁县，绣娘们一起飞针走线制作彝绣的场

景成为靓丽的景观。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当地正抓住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机遇，加强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

承发展。

“长江流域各民族用绚丽多彩的文化诠释

了‘江河互济’‘山河共生’。”在云南大学民族学

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覃延佳看来，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不断推进，生动展现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特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新华社北京 8月 1日电）

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
新华社记者

北京，可以说是“会馆之都”。

从明永乐年间到民国初期，北京先

后出现千余所会馆。时间流转、岁月变

迁，会馆一度淡出历史舞台。直到上世

纪 90 年代湖广会馆、正乙祠探索戏曲演

出活动，会馆蕴含的价值又逐渐显现。

近几年，随着规模化腾退修缮工作的不

断推进，会馆作为独特历史文化遗存，在

公众视野中大放异彩。

会馆不仅凝聚着远行游子的厚重乡

愁，更将原乡文化移植到异乡，创造出崭

新的区域文化样式与文化精神。过去，

各地文人、商人在他乡共同创建、经营会

馆，将故土的文化、风俗、物产等汇集于

此，与周边环境进行传播互动。而在当

下，持续探索会馆活化利用的新路径，发

挥会馆的文化功能，可以有效向社会公

众释放文化价值、丰富文化供给。

无论是展示会馆发展沿革历程的临

汾东馆，还是服务于街道社区的江宁郡

馆，或是以中国法治名人博物馆为主题

建设的归安会馆，不少会馆因地制宜，不

断强化公共设施服务功能。2019 年，北

京西城区出台关于促进文物建筑合理利

用和开放管理的若干意见，为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会馆活化利用提供现实条件。

这既充分尊重会馆历史，又能厚植首都

文化根基，为擦亮首都金名片提供了独

特方案。

“会馆有戏”，辉映出戏曲表演新光彩。湖广会馆联合 6
个文艺院团名角演绎《霸王别姬》《西厢记》等名剧名段，正乙

祠上演《天官赐福》《牡丹亭》《墙头马上》等昆曲剧目，福州新

馆演出沉浸式北京曲剧《林则徐在北京》……2021 年 9 月起，

“会馆有戏”活动进入公众视野，北京整合会馆空间资源，激活

国有院团优质演出资源，以惠民演出的形式，面向市民推出丰

富多彩的剧目。会馆里，不同艺术形式争奇斗艳，你方唱罢我

登场，让现代观众在古今辉映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过去是人们同心勉力、共同经营的异地乡井，如今是承载

各地风土人情、展现戏曲魅力的公共场所。会馆的“回归”，让

公众看到文化市场的最新业态，也展示出北京深厚博大的文

化底蕴。我们期待更多会馆重焕生机，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发

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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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8月 2日电 （记者王锦涛）日前，甘肃省首届大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大比武”教学展示活动现场决赛在兰州大

学举办。经过角逐，本科研究生组、高职高专组、中职组、普通

高中组、初中小学组等 5 个组别共评选出一等奖 16 个、二等奖

31 个、三等奖 46 个、优秀奖 48 个、优秀组织奖 10 个。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委教育工委

主办，兰州大学承办，于今年 5 月正式启动，旨在充分发挥思

政课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通过同台竞技、以赛促教，进一步

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推进思政课

教师队伍建设。活动前期，来自全省 44 所高校、314 所中小学

（含中职）的 496 名思政课教师提交了视频参赛作品。通过组

织专家对视频参赛作品进行全面细致地网络评审，择优选拔

出 145 名选手入围现场决赛。

甘肃举办思政课教师教学展示活动

图①：人们在观看展出的捐赠版本。

图②：部分展出的捐赠版本。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陈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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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8月 2日电 （记者邵玉姿）2 日，京津冀新视

听公共服务志愿行动在河北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启动。京津

冀三地将以志愿服务行动为载体，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公共服务互融互通、共商共议、共建共享，共同建设京津冀新

视听公共服务品牌，挖掘视听新业态、新服务、新动能。

今年 5 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天

津市广播电视局）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共同签署《京津冀深化

大视听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加强京津冀三地广电部

门间工作协同，构建政企联动沟通机制，围绕区域协同发展重

点问题，进一步挖掘三地在资源、内容、人才、市场、技术等方

面的各自优势，为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

区、示范区提供新动能。

此次启动京津冀新视听公共服务志愿行动，三地组建京

津冀新视听公共服务志愿服务队，推动“视听零距离”公共服

务品牌活动向天津、河北拓展。三地联合打造视听领域“京津

冀资源共享平台”，首批联动北京市东城融媒、天津市宝坻融

媒、河北省大厂融媒等 10 家融媒体中心建立“资源共享媒体

矩阵”，形成资源共享媒体库，对新视听节目、直播、课程、短视

频进行实时发布、实时共享，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

化发展。

京津冀协同推进新视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本报北京 8月 2日电 （记者张贺）中国国家版

本馆首批版本捐赠入藏仪式 2日在京举行，来自全国

各有关公藏单位和民间藏家捐赠的 12万余册/件实

物版本和 42TB数字版本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

据介绍，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一年来接受社会

各界捐赠的版本包括古籍原件、原大仿真影印本、

精品出版物，非遗作品、摄影作品、书法作品，碑刻

拓片、手稿手迹、邮票邮资封等实物版本和各类文

献数据库等数字版本，呈现捐赠单位多、名家多、数

量多的特点，同时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传承价值。

据悉，受捐的历史典籍中善本比例接近 80%，

《使琉球录》《棠湖诗稿》《西楼苏帖》等 100 余种古

籍善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全球汉

籍合璧工程数据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

献数据库”“辞海云平台数据库”等，均为各有关公

藏单位精心制作的数字版本。

12万余册/件实物版本
和 42TB数字版本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

本报北京 8月 2日电 （记者李昌禹）由国家民委主办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正式对外展出。展览以 1500 余件文物古籍，向观众展现了一

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长卷。

展览分为“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个单元，紧紧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

特性，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力求生动呈现中

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史。国家民委从馆藏的 15 万件文

物和 51 万册古籍中，遴选出体现“四个共同”的文物古籍，包

括一批珍贵文物古籍和独有文物古籍。通过参观展览，观众

可以深入了解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亲身体验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民

族工作伟大成就。

据悉，展览将面向社会公众长期开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