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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大篆书“史”字高悬于建筑外墙，两

座西周铜牺尊造型石像矗立门前，拾级而

上，进门伫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映入

眼帘……走进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

物馆，仿佛叩开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大门。

漫步于博物馆内，在历史研究中研读

历史，在考古文物中感悟文明。这份厚重，

浓缩成一条记录中华文明的“历史大道”，

体现为通过刻画符号看到汉字雏形的大

口陶尊，展现在反映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

达程度的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镌刻

于彰显西周时期高超青铜铸造技术的邓仲

牺尊……

“这件也有‘几千岁’吗？”“这些都是真

品吗？”每一处文物前，参观者总是抛出类

似问题。

工作人员底气十足：“都是真品，是传

家宝。”

真品，亦是珍品。通过一处处考古遗

迹，人们真切感知历史与未来的对话；透过

一件件精美文物，人们更加珍视文脉的赓

续绵延。

何为历史？何谓传承？答案，在考古

这门观往以知来的学问里。

今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

研究院考察时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

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

古学。”从考古文物中，我们能追寻文明的

“源”；在文物发掘中，我们能触摸文明的

“流”。这一源一流，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

陈列中展现得生动具体。

从新石器时期“7000 多岁”的陶人面

像、迄今中原地区所见蟠龙形象最早标本

的彩绘龙纹陶盘，到商代象牙杯、西周铜牺

尊，再到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白釉黑彩

龙凤纹瓷罐……从文明起源到宅兹中国，

溯源历史、寻脉中华，让“我们是谁，我们从

哪里来”的答案更加清晰。

近年来，《寻古中国》《国家宝藏》等节

目热播，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深入人心。

网络直播三星堆、海昏侯墓等考古发掘过

程，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令人赞叹。越来

越多年轻人爱上考古、投身考古，考古事业

后继有人。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让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

文化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自信起

来了。人们怎么想问题，都跟五千年文化

积淀下来的基因血脉有关。”实践告诉我

们，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不仅丰富着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更坚定

着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自信。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必须保护好、利用好。既要加强有效保护，

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

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又

要积极开展考古学的知识普及，推广科学

的 文 物 保 护 理 念 ，让 考 古 学 更 好 地 走 向

大众。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当人们围观陶

器，辨识上面刻画的“日”“月”“山”形符号，

并热烈讨论汉字的雏形及起源时，你能清

晰感受到油然而生的民族凝聚力、民族自

豪感。从这个角度讲，讲好考古故事，讲清

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

大贡献，不仅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更是具

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即将结束参观时，中国考古博物馆从

商代晚期到唐宋时期的考古地层展示，引

人驻足。层层叠叠的自然沉积物和文化土

壤层，经由考古发掘和研究，还原出人类生

产生活的场景，静静诉说着历史。这是文

明的印记，也是文化的基石。行至此处，耳

畔响起一句话：“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

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植根中华文化的丰沃土壤，书写中华

文明新的辉煌篇章，吾辈当接力传承、砥砺

奋进。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编辑）

让文物说话，丰富历史文化滋养
周珊珊

随着旅游升温，一些人不满足于游览名胜古迹、秀丽山川，选择进入

危险并且鲜有人涉足的地区。不久前，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

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无人区、未开放和未开发景区开展探险、旅游等活

动。这给游客敲响警钟，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无人区”，不是旅游区，更不

是监管的“真空区”。

近年来，非法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现象屡禁不止，对当地生态安

全造成严重威胁。有的“穿越者”开着重型汽车在草场上肆意行驶，有的

打着观察野生动物的旗号，对产仔期的藏羚羊进行近距离拍摄、接触，严

重干扰其正常栖息。除此之外，一些“穿越者”因为野外经验不足、对无

人区情况不熟，常常陷入险境，给当地造成巨大的救援压力。

青海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重要的高山生物物种基因库。由

于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区特性，绝大部分地区气温低、日照多、蒸发量大，

植物和作物生长极其困难。非法穿越严重破坏自然生态，如果不对非法

穿越的现象进行有效遏制，就会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

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

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法律有明文规定，一些地方也有相关制度，但

仍有人心存侥幸。究其原因，既是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有违法成本

低、道德压力小等因素。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使命也是责任。真正保护好无人区以及未

开放和未开发生态区，法律必须长出“牙齿”，要依法从经济上加大处罚

力度，对造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后果的行为及时追究法律责任。相关部

门要加强对无人区以及未开放和未开发生态区的监管和执法，借助卫星

遥感监测、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保护区的全域监控，做到精准

执法。除了日常巡视，还要对来往的游客进行引导。旅游管理部门要积

极作为，对为非法“穿越者”提供服务的旅行社严肃问责。社交媒体平台

也要履行责任，对于追捧非法穿越的内容加强监管。

当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

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恪守保护生态环境的底线，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家园。

（摘编自《青海日报》，原题为《以最严的举措保护生态禁区》）

“无人区”不应成旅游监管“真空区”
杨燕玲

常有人问我，从教 30 余年如何保持如

此充沛的热情？站在学校之外，从人的全

面发展思考教育；沉在学校之内，遵循教育

规律研究教学，理想便不会熄灭，做事就总

有激情。

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课

堂就不应局限于校园。孩子们走出校园，

畅游在广阔现实，让知识的浪花奔涌向实

践 的 海 洋 ，更 容 易 有 所 获 、有 所 悟 。 从

2012 年开始，我们尝试每周五挤出半天时

间，让孩子们在实践活动中加深对学科知

识和社会通识的理解。到公园研究樱花的

生长，在丝绸博物馆观赏百年前的衣料，在

国防教育基地感悟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几乎每一名孩子都可以从中获益。孩子们

不仅进行实地考察，还要总结汇报学习成

果。更开阔的视野给予了孩子们更立体的

观察视角、更丰厚的人文滋养，也让他们的

自信心和创造力极大迸发。尽管让孩子们

走出校园学习，需要处理好教学进度、学生

安全等诸多问题，但只要有利于孩子的全

面发展、健康成长，再大的困难都要克服，

再多的付出都不为过。

孩子是花朵，教师是园丁，园丁技艺的

提升，对花朵的生长具有重要意义。我们

构建丰富的教师成长课程体系，以教育者

的终身学习更好激发学生成长成才的潜

力。我们还延续了师徒结对培养模式，时

常组织教师教学技能“大比武”、开设“暑期

成长营”，兼顾学科教学和立德树人。在传

帮带中，更多优秀教师脱颖而出，让更多学

生享受更好的教育。好的学校，不仅能推

动校园内的教学相长，更能促进城乡间的

教育均衡。创建乡村名师工作室并发展为

一个工作室群，我们培养出一批批教师，将

优质的教育内容和资源送往乡村，点亮乡

村学子的梦想。教育是领航的事业，个体

的勤勉付出，带动群体的不断壮大，助力教

育质量整体提升，最终受益的是全社会。

家庭是教育引导孩子成长的重要组成

部分。加强家校协同，有助于提高教育质

量。“不能只关注孩子飞得高不高，还得关

注飞得累不累”“人生比拼的不是眼前的得

失，而是长久的决心和格局”……一封封手

书的信笺，传递健康的教育理念，架起家校

间的心灵桥梁。每个月的全员家访日，200
多名教师走进学生家庭，聆听教育诉求，分

享教学经验。学校要运用专业所长，引导

家庭建立科学的教育体系。关注进度，更

注重温度，教师与家长才能对孩子的身心

状况进行整体性把握，帮他们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兴则国家

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作为一名老师，要有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心中有孩子、眼

中有孩子，做到想在孩子的前面、守在孩子

的身后。脚踏实地、勇于创新，我将继续以

赤诚之心，推动家校共同厚植成长沃土，静

待桃李芬芳。

（作者为浙江省数学特级教师、杭州采

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本报记者窦皓

采访整理）

厚植成长沃土
黄升昊

■治理者说R

从考古文物中，我
们能追寻文明的“源”；
在文物发掘中，我们能
触摸文明的“流”

■纵横R

■中国道路中国梦·齐心协力加油干R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关注新业

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

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近年来，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积极探索推进新业态

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以高质量党建更好

凝聚和服务新就业群体，推动新业态高质

量发展，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

凝聚力、影响力。

以加强组织覆盖为基础，织密党建工

作微网格。实现党组织有形覆盖和有效覆

盖，凝聚服务新就业群体才有依托。我们

探索建立区委统一领导、区委两新工委牵

头抓总、行业主管部门指导推进、街道兜底

管理的责任体系，出台加强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党建工作 30 条措施；在区级层面成立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综合党委，对平台企业

采取选派建、联合建、区域建、孵化建等方

式，推动新业态行业成立行业党委，实现党

组织应建尽建；设立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

员报到处，实现流动党员归队。把党建工

作覆盖到每一个新业态企业，充分结合新

就业群体实际，不断创新组织生活方式，才

能将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组织和人群

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以完善服务体系为保障，增强从业群

体获得感。新就业群体往往工作时间不固

定、人员流动大，如何为他们提供舒心、暖

心、安心的服务，是党建工作面对的一道现

实课题。我们按照“阵地共建、服务共享”

原则，打造“1+N”新就业群体服务矩阵，整

合党群服务中心、快递网点、小区物业等场

所资源，形成“兖新苑”“司机之家”等常态

化服务阵地 160 余处，累计服务 4.6 万余人

次，让新就业群体“饿了能就餐、累了能歇

脚、困难能协调”；依托镇（街道）党校和党

员教育基地，实施新就业群体素质提升工

程，打造“15 分钟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教育

圈”，为其职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实践证

明，进一步完善服务保障体系，用心用情用

力做好服务工作，有助于让他们更好融入

城市发展。

以融入基层治理为目标，构建社区治

理新格局。新就业群体既是服务对象，也

是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我们充分发

挥新就业群体来源广泛、联系面广的优势，

从中选聘 241 人担任社区“特聘网格员”

“政策宣讲员”“民情速递员”，常态化参与

社区治理、环境整治、文明城市创建等工

作；依托“新新向党”微信小程序，组建社区

管理微信群 53 个，形成“发现—上报—解

决—反馈”工作闭环；创新设置“小哥招呼

站”等参与基层治理的活动载体，推行量化

赋分机制，对参与志愿服务的“小哥”赋分，

及时兑换奖励。积极探索新就业群体参与

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才能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建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

把新就业群体凝聚服务工作做细做

实，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面向未来，我们

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为新业态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更好发挥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在惠民生、促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让新就业群体在这座城市更有安全感

和归属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作

出新贡献。

（作者为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委书记）

把新就业群体凝聚服务工作做细做实
王 庆

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为新业态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更
好发挥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在惠民生、促发展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

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

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全面、系统

的规定。不断强化对森林资源的刑事司法

保护，有利于从源头预防、减少破坏森林资

源违法犯罪的发生，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这正是：

划定法律红线，

强化保护理念。

护航生态建设，

助绘美丽画卷。

徐 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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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评论，与广大

读者一起走进文化地标，感悟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探寻中华文明传承发展

之道。

——编 者

文化地标看传承发展①

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铁桥村，田园、村庄在绿水青山间相映成画。

瞿明斌摄（人民视觉）

金秋九月，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在京成功举办。来自全球的服务业企业

齐聚一堂、共话合作，15.5万平方米的展览展

示精彩纷呈，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层出不

穷，一场场峰会论坛凝聚全球发展共识。

我国举办服贸会，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贸

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展示了我国坚定不

移扩大开放的决心。习近平主席强调：“中

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

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

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

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近年来，从取消或放宽增值电信、证券、文艺

演出等服务业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到在海南

率先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从增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到探索建

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我国不断

以高水平开放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服务贸易

实现快速发展。自 2012年创办以来，服贸会

累计吸引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 余万展客

商参展参会，为促进我国和全球服务贸易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业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2022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 6万亿元人民币，

规模创历史新高。今年前 7月，我国服务贸

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 8.1%。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

进出口同比增长 11.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

的比重提升至 43.2%，服务贸易的附加值和

技术含量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已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引擎。

今年服贸会上，“开放”“合作”“创新”是高频词。首次举办“投资中国

年”服务业扩大开放推介大会，11家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省

市组团参展、洽谈合作，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兴业。海商领域首个

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联合国公约——《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正式签约，

促进国际航运和贸易进一步繁荣发展。芯片技术、量子测控、卫星遥感、

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等领域一批专精特新成果集中亮相。服务业是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有利于引进各种优质生产要

素，也有利于促进国内服务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也要看到，随着外部需求减弱、风险挑战增多、规则竞争凸显，我国服

务贸易发展仍面临一定压力和挑战。在国际贸易投资竞争激烈的大背景

下，只有不断夯实服务产业基础、提升服务领域开放水平，才能推动服务

贸易迈上新台阶，助力贸易强国建设。商务部前不久表示，将推动出台全

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初步形成中国跨境服务贸

易梯度开放的制度体系，升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进一步

推动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提质升级扩围，打造服务出口新的增长点。充分

发挥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平台功能，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

合作，就能不断扩大服务贸易“朋友圈”。

展望未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蕴含机遇。看国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推动服务业态和模式

创新。看国内，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提升的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将为我国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创造有利条件。在高水平

开放政策推动下，我国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趋势，为推动经济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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