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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汛情影响，部分受灾地区学校不

同程度受损。当前正值秋季开学返校

高峰，记者近日深入多地采访了解到，

相关地区全力进行灾后恢复重建和教

育 教 学 准 备 工 作 。 借 址 办 学 、清 淤 消

毒 、环 境 治 理 、维 修 校 舍 …… 北 京 、河

北、吉林、黑龙江等地持续推进各项工

作，保障秋季学期正常开学、安全开学。

抓 紧 清 淤 ，修 复
校园，部分学校借址办学

8 月 19 日，记者来到河北保定涿州

市豆庄镇柳河营学校，工作人员正在冲

洗操场；教学楼间，学校教职工与来自

保定竞秀学校的教职工一起装点校园。

“希望孩子们开学时能看到一个修

复如初的校园。”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翟

军勇说，“对口支援的竞秀区给了很大

帮助，竞秀学校还一对一帮扶我们，两

校教职工齐心协力，确保如期开学。”

汛情期间，柳河营学校教学楼一层

全部进水，最深处达两米左右。洪水退

去后，学校发动教职工开展自救，排水

清淤。8 月 16 日，由竞秀区教育和体育

局、检察院、生态环境局等单位安排的

支援人员到位，并带来冲洗车、铲车、清

运 车 等 设 备 ，大 大 加 快 了 校 园 清 理 速

度。25 日，校园修复工作全部完成。

新学期来临，河北受灾地区学校一

体推进防汛救灾和校园安全治理，做好

秋季开学准备工作。受损不甚严重的

学校加紧修复，经鉴定安全后可如期开

学。但有些学校受损严重，如何确保如

期开学？

受汛情影响，沧州市献县临河乡艳

明中心校教学楼、操场、门卫室、厕所、

锅炉房等均有不同程度受损，学校围墙

因长期浸泡地基受损出现倾斜、裂缝等

现象，门卫室地面、操场地面均出现不

同程度塌陷，室内桌椅、楼内部分电脑、

打印机因受潮影响无法正常使用。

水退后，献县教体局第一时间聘请

专业团队对校舍受损情况进行鉴定，鉴

定通过后安排施工队进行修缮。目前，

修缮工作已经收尾，计划 9 月 1 日开学。

在廊坊市文安县新镇镇，6 所学校、

幼儿园受灾，共涉及学生 669 人。洪灾

发生后，文安县成立县东淀蓄滞洪区学

生开学应急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受

灾实际情况，成立工作专班，逐一摸排学

生受灾情况，协调各方力量解决困难。

为确保不让学生因灾失学，文安县

制定入学安置方案，受灾学生“一生一

档”全部安置妥当。另外，霸州市 471 名

学生在文安县也得到妥善安置。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厅了解到，对暂

不具备在原址开学条件的学校和学生，

已指导相关市县按照“分类施策、一校

一案、逐生落实”原则，通过整体、分散

安 置 ，确 保 全 部 受 灾 学 校 学 生 如 期 开

学。其中，跨市分流安置的学生相关地

区已完成对接，跨省分流安置的已商请

学生目前居住地省市协调安排。

教师返岗开展教研
实训，积极备课迎接新
学期

开学在即，北京门头沟区黑山小学

的校牌，挂在了当地京师实验中学的校

门口。作为该区 5 所借址办学的学校之

一，黑山小学师生 9 月 1 日起将在京师

实验中学迎来新学期。8 月 27 日，记者

走进校园时，新教学楼已布置完毕，两

校老师正携手为开学第一课做准备。

受强降雨影响，黑山小学原址出现

安全隐患，8 月 6 日开始筹划借址办学

准备工作。与黑山小学相距不过 500 米

的 京 师 实 验 中 学 ，成 为 黑 山 小 学 的 新

家，腾出 16 间教室，供小学 16 个班、557
名学生使用。

当 前 ，各 科 教 师 都 在 为 开 学 做 准

备。“这几天，我们依托借址办学契机，开

展九年一贯制课程研讨实训，以联合教

研形式将两校师资、资源融合，打好协作

办学基础。”黑山小学副校长毛莹说。

房山区琉璃河镇中心幼儿园中心

园，紧邻大石河琉璃河河段，由于地势低

洼，园内综合楼一层、后院所有班级教室

曾全部被水浸泡，电子设备、教具等受损

严重。记者采访时，教学楼的墙面高处

位置还留有洪水浸泡过的痕迹。

“我们正全面升级改造，预计 11 月

重建工程整体完工，明年春季学期实现

开园。”园长王永涛说，为确保在新学期

顺利开学，该园将 192 名幼儿周转分流

到两所分园。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汛情

发生以来，市教育两委第一时间深入受

灾地区，对 275 所受灾学校逐一研究、综

合会诊、精准施策，加快校舍清淤消毒、

校园修缮恢复，做好分流学生安置和通

勤方案。截至目前，所有受灾学校清淤

消毒、房屋安全鉴定等工作均已完成，

受损设施设备、图书资料已基本购置到

位，需要分流安置的学生已逐一落实就

读学校，将全部如期开学。

开学后，部分受灾学校班主任将带

领 学 生 走 进 水 务 、生 态 环 境 等 单 位 场

所，通过实践活动深入了解灾后重建工

作。“目前，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已经就

绪，教师结合教学实训策划了丰富多彩

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安心开启新学期

的学习和生活。”该负责人表示。

已开学地区教育教
学秩序恢复，返校情况
平稳

8 月 21 日，是吉林省中小学校开学

第一天，各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了

多样的活动。汛情期间，舒兰市、榆树

市等部分地区的中小学校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损坏，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部

分受灾学校在当天与全省同步开学。

“有没有同学想来讲台前做一下这

道题？”8 月 29 日，记者来到舒兰青松中

心校，在三年级二班的教室里，班主任

孙艺瑄正讲解加法运算。新学期，这所

学校的 334 名学生全部返校，教学工作

正常有序开展。

然而，就在数天前，学校的操场还

被淤泥覆盖。学校组织教职工在 8 月

14 日提前返校，进行校园清淤、基础设

施恢复、环境消杀等工作。

“致敬一线抗洪抢险的人员，感谢

关心援助灾区的大家。一起迎接阳光

灿烂的美好明天！”三年级学生何昕桐

在自己的手抄报里写下心得体会。开

学后，为保护灾后学生心理健康，青松

中心校充分利用学校“心灵驿站”和“心

灵氧吧”，积极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

“培养学生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

意志是新学期的重要课题。”校长战永

刚说，过去一周，学校开设了专门的课

程，展示各方抢险救灾和修复重建的过

程，并鼓励学生树立信心，对未来充满

希望。

此外，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黑龙

江 省 多 地 受 灾 学 校 正 加 紧 修 复 重 建 。

在五常市，冲河中学、二河乡中学校等

学校灾后维修、重建基本完成，两所学

校 基 本 可 以 保 证 秋 季 正 常 返 校 开 学 。

在牡丹江海林市，当地教育部门已制定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全部受灾学校

能够如期开学。

（张凌宇、周阳参与采写）

上图为北京市门头沟区黑山小学、

京师实验中学科学组教师联合开展教

学研讨。 郭 谦摄

清理校园、积极备课、借址办学，受灾地区全力做好准备——

确保正常开学安全开学
本报记者 赵婀娜 金正波 黄 超 沈童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这一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

性、战略性、指导性。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要以先进文化为指

导，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

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

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

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

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

代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飞跃，需要从文化

中寻找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

的力量，在传承与发展中推动

新时代文化繁荣，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

精神支柱。

文化传承是
推动文化繁荣的
先决条件

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的前

提在于文化传承。“知所从来”，

方有根基。自人类诞生以来，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就成为

困扰无数哲人的问题。马克思

主义认为，文化是解答“我之为

我”“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

来”等哲学之问的源泉，人类在

实践中创造了属于自身的文

化，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和塑造人类，为不同的群体赋

予不同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和

原创性的本源，同时也是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

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文化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打上了独

有的精神烙印，滋养了一代代中国人民，

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价

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形成了集连续性、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一体的

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

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

巨大贡献。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站在

新时代新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必须追

本溯源，传承和守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唯物史观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

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

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

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

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推动新时

代文化繁荣发展，必须从“自己创造自

己的历史”这一前提出发，珍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把塑造、影响和激

励一代代中国人的文化传承好，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守护好，不断挖掘

和提炼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

思想精髓。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

杂、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维系中华民

族的自我认同，坚定走自己道路的决心

和勇气，凝聚中华民族万千儿女的智慧

力量，团结一致夺取新时代长征路上的

新胜利，必须回到文化本源，在优秀传

统文化中寻求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

割断了精神命脉。”传承好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

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历史智

慧、汲取政治智慧，不断增进文化自信，

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开辟美好未来，

是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的题中之义。

文化发展是文化
繁荣的必由之路

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必须依靠文化

发展。繁荣新时代文化不仅要“知所从

来”，更要“思所将往”。“思所将往”要求

人类运用理性对未来作出科学规划，体

现出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的精神。文化

建设上的“思所将往”，就是要在把握文

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中提升文化建设的历

史主动精神，增强发展新时代文化的行

为自觉。文化本质上是人类实践的产

物，是植根于一定经济基础并服务于经

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一个民族穿行于

历史的长河、历经岁月的洗礼与沉淀而

始终能够保持自我认同的精神居所，文

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

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所拥

有和传递的核心价值在不同时代具有不

同的表达形式，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

诠释。文化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律决定

了文化形态是具体的、流动的、变化的，

“发展”是文化建设的永恒主题，文化建

设必须面向不断发展的实践推动文化形

态的变化更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代表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在不断的发展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新时代新起点，发展社会主义文

化，推动文化繁荣，要围绕“发展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要

求，抓住增进文化自信、营造

优越文化氛围、健全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提升社会文明程

度、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等关

键节点发力，打造具有鲜明时

代特色、中国特色的文化。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推动文艺创作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推出更多为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且能够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把创新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

动力，立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中

国式现代化新实践，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新实

践、新问题相结合，用中国道

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

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加快构建

更具原创力、亲和力、影响力

的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着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灵活运用马克思

主 义 挖 掘 新 材 料 、发 现 新 问

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不 断 推 进 知 识 创 新 、理 论 创

新、方法创新，充分激活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世界

文明图景中展现出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增

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力量。

运用“第二个
结合”处理好传
承与发展的关系

新时代文化繁荣需要依

靠 文 化 传 承 与 发 展 共 同 推

动。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传承

才能更好创新。“传承”与“发展”犹如文

化繁荣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两者相

互支撑、缺一不可。有传承而无发展，

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文化必然滞后于

人民和时代的需求，湮没于历史的长

河；有发展而无传承，缺乏支撑的文化

势必掏空根基，成为经不起时代检验的

空中楼阁。只有妥善处理好“传承”与

“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传承中不断发

展，在发展中实现传承，做到守正而不

守旧、尊古而不复古，如此才能真正建

成文化强国，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

做好传承发展重在“守正创新”。

“守正”就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守中华

传统文化之正；“创新”就是在守正的基

础上，结合实践发展和时代的需求，在

文化形态上不断更替，在文化内涵上持

续更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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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守正创新”，关键在于处理好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创造性地提出要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将“一个结合”丰富和发展为

“两个结合”，以“第二个结合”明确了新

时代文化发展的原则和路径，阐明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内在契合、互相成就的理论逻辑，指

明了“结合”对于筑牢道路根基、开拓创

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和血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

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近代

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实践证明，只有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与人民

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

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为文化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

引，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

和方向前行；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才能为文化建设

赋予新的动力，注入新鲜血液，在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汇聚中创

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新时代

文化繁荣昌盛、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提供

不竭动力，为建设文化强国、全面推进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必要支撑。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 。 在 全 面 建 成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

推动文化繁荣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规律的深

刻把握，为我们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

使命、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

重 要 的 理 论 指 引 。 深 入 学 习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悟“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意蕴，不断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在守正中创新，在传承中发

展，赓续历史文脉，守护精神家园，就能

够创造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化新形态，谱

写中华文明发展的绚丽篇章。

（作者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

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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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郑州 8 月 30 日

电 （记 者郑海鸥）由 中

国 记 协 建 设 的“ 记 者 之

家”大学堂兰考教育实践

基地 29 日在河南兰考揭

牌 。 来 自 中 央 主 要 新 闻

单 位 、全 国 性 行 业 类 媒

体、各省级主要新闻单位

的 80 多名青年骨干记者

将在兰考等地参加为期 4
天 的 学 习 穆 青 、增 强“ 四

力”培训班。

中 国 记 协 主 席 何 平

说，建设“记者之家”大学

堂教育实践基地，是中国

记 协 加 强 和 改 进 马 克 思

主义新闻观教育，推动新

闻 战 线 用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重

要举措，他希望广大新闻

工作者通过实地采访、专

题培训，现场感受焦裕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崇高追求，“生也沙丘，死

也沙丘”的奉献精神，“绿

我 涓 滴 ，会 它 千 顷 澄 碧 ”

的为民情怀，沿着穆青等

老 一 辈 新 闻 工 作 者 的 采

访足迹，在践行增强“四力”要求中学

习前辈精神，继承光荣传统，练就过

硬本领，以此培养造就政治坚定、业

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

新闻队伍。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刘思

扬 表 示 ，兰 考 是 焦 裕 禄 精 神 的 发 源

地 ，是 焦 裕 禄 同 志 奋 斗 和 献 身 的 地

方。兰考还是著名记者穆青深入采

访、调查研究的地方，是中国新闻史

经典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禄》诞生地。在兰考建设全国第一个

“记者之家”大学堂教育实践基地，对

于推动新闻工作者增强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

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培训期间，青年骨干记者

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

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新闻理论和采编

业务、弘扬焦裕禄精神等课程，参观

“学习穆青、增强‘四力’主题展”，走访

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仪封

镇代庄村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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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8 月 30 日电 （记 者江

南、窦瀚洋）近日，之江文化中心启用仪

式在浙江杭州举行。之江文化中心总

建筑面积达 32.1 万平方米，集结浙江图

书馆之江馆、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浙江文学馆和

之江文化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等“四馆一

中心”。

之江文化中心是浙江省重大标志

性文化工程，于 2013 年选址确定，2019
年开工建设。该中心以富有诗意的“江

南”“山水”为设计理念，是集自然、人

文、艺术、生态于一体的现代复合型文

化综合体，4 个场馆呈开放的“合院式”

布局。

其 中 ，浙 江 图 书 馆 之 江 馆 作 为 全

面智慧化改造的省级图书馆，将率先

利用视觉识别实现文献盘点，并设置

古籍影印本开架阅览区；浙江省博物

馆之江馆作为省域历史文化的重要展

示窗口，推出“浙江一万年”通史展，设

置青瓷、海洋、宋韵、书画、名人等 5 个

专题文化展；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馆是大型区域综合性非遗馆，作为浙

江传统记忆的活态展示和体验中心，

生动诠释浙江非遗文化生态的完整样

貌；浙江文学馆则是规模最大的省级

文学馆。

图为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内景。

潘永舟摄（影像中国）

浙江启用之江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