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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9月 14日电 （记者黄庆畅）9 月 12 日至 14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甘肃检查安全生产法实施情况。检查组

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织牢安全生产法治防护网。

检查组充分肯定甘肃省积极推动安全生产法贯彻实施的好经

验好做法。检查组指出，安全生产法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法，是

安全生产依法治理最重要的抓手，要以执法检查为契机，大力宣传

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的重要意义，全面推动法律规定系统有效落

实，为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支

撑，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检查组在兰州、白银等地开展检查，听取甘肃省贯彻实施安全生

产法的情况汇报，并督促有关方面进一步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在甘肃检查安全生产法实施情况

本报北京 9月 14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 14 日宣

布，决定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

分点（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

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 7.4%。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人士介绍，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内

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此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

金率旨在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据介绍，这是年内第二次降准，预计释放中长期流动性超 5000
亿元。今年首次降准已在 3月落地，年内两次降准共降低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释放中长期流动性超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降准 0.25个百分点
预计释放中长期流动性超5000亿元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刘涓溪

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大

气恢弘，赓续中华文脉；大运河畔，北京城市

副中心三大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承载美好

未来；前门腹地，戏楼会馆焕新，水穿街巷重

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老北京的胡同里

相遇交融……

守正创新，以文化城。近年来，北京市

高质量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深植文化根

脉、厚培文化土壤，一系列重大文化设施先

后落地，文化新空间、新场景不断涌现。新

时代北京的文化建设，气象一新、格局一新。

赓续千年文脉，展现
大国风采

初秋的北京，碧空如洗。中轴线北延长

线上，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历史研

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三座国家级

文化殿堂呈鼎足之势，大气庄重。“一系列国

家级文化殿堂的相继落成，成为新时代北京

展现大国风采的崭新标识。”北京市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同志说。

“这是一次触及灵魂的洗礼。”“对‘为了

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

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正

在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在这座展示

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精神殿堂里，回望百

年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开馆两年多以来，受到广大干部群众

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宣传教

育部主任张爽介绍，截至目前，已接待各界

观众 200 多万人次，团组 6000 余个，持续形

成参观热潮。

沿中轴线继续向北，中国国家版本馆中

央总馆坐落在青山茂林间。让中华文化种

子基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自 2022 年 7
月 30 日正式开馆，这里便人气满满。

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晶和文化传承的金

种子，版本铭记着中华民族诞生、发展、壮大

的演进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类出版物版本全

部入藏，还吸纳了中华古籍、革命文献、宗教

文献、雕版拓片、碑帖家谱、钱币邮票等十大

类版本的上万件展品。”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

总馆讲解员付子翀介绍，目前，中国国家版本

馆“一总三分”，共入藏 2500余万册（件）版本，

其中总馆入藏版本总量 1600余万册（件）。

从中央总馆正门拾级而上，文兴楼、文

华堂、文瀚阁由南向北依次展开。文瀚阁

里，300 余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和多语种

多卷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引领人们感

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文华堂内，明抄

本《使琉球录》、宋刻本《棠湖诗稿》等古籍善

本，让人们领略中华民族“斯文在兹”的文脉

之盛；文兴楼中，“版本工艺”“中国邮票”“中

国货币”3 个专题展览，从不同角度展现丰

富厚重的中华文明遗产。

“赓续文脉”——文华堂南广场的巨大

石印上，4 个大字苍劲有力。来参观的青年

学子争相合影留念，纷纷吐露心声：“非常震

撼，深感自豪。”“不负韶华，努力读书。”“让

中华文明闪耀在世界的东方。”

记录城市发展，见证
时代变迁

新时代的北京，在探索与实践中飞速向

前。京东的大运河畔，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

生长；京西的永定河岸，“十里钢城”加速蜕变

转型。两条河、两座城，它们在日新月异中记

录着城市的发展，也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三高炉”是首钢人引以为傲的“功勋高

炉”，凝结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工业记忆。保

留高炉本体、热风炉、重力除尘器等核心构

筑物，利用场地高差进行整体设计开发。改

造后的“三高炉”，在文化赋能下再次迎来新

的生机。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于华介绍，高炉内部 9.7 米平台，已多次承办

中国科幻大会、北京时装周等大型活动。“现

在的‘三高炉’，已经成为全球首发中心和网

红打卡地。”

站上“三高炉”40 米高的观景台，碧波

荡漾的秀池就在脚下，不远处的首钢滑雪大

跳台如丝带般飘荡在空中。“首钢滑雪大跳

台向社会开放以来，参观游客已超过 100 万

人次。”北京首钢园运动中心体育文旅项目

负责人王进介绍，今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2023—2024 赛季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

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将在这里举办。

从“山”到“海”、从“火”到“冰”、从“厂”

到“园”，在调整产业结构、疏解非首都功能

的过程中，首钢三次蝶变迎来新生，目前已

形成了集餐饮、酒店、零售、展览、体验等于

一体的特色消费生态。据统计，自 2020 年 5
月园区向社会开放以来，累计入园客流量已

达 1100 万人次。

复航奔涌的大运河穿城而过，北京城市

副中心一片蓬勃生机。运河北岸的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内，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

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等“三大建筑”，已

进入工程全面收尾阶段。

“设计理念源自通州运河沿岸的古粮仓，

所以也被称为‘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运

营管理部负责人江涛介绍，中心设有音乐厅、

歌剧院和戏剧场，加上小剧场和露天剧场，总

座位数在 5700个左右，“中心由国家大剧院运

营管理。通过 5 年的发展，将逐步实现每年

650场演出、600场活动的预期规模。”

“这里有全球最大的单体阅览室，面积

达 1.8 万平方米。”首都图书馆副馆长李念祖

说，被誉为“森林书苑”的北京城市图书馆，

藏书能力将达 800 万册，提供 24 小时阅读服

务。“博物馆项目由首都博物馆运营，将成为

一座集收藏保管、开放式展陈、社会教育、文

保 修 复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智 慧 型 综 合 博 物

馆。”首都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张宇说。

“坐着地铁一站式逛遍‘三大建筑’，还

能享受休闲娱乐服务。”北投集团城市副中

心三大建筑项目部副总经理沙钢很有信心，

“今年年底，京津冀地区的市民就可享受到

这样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丰富文化供给，融入
百姓生活

在砖塔胡同的正阳书局，翻一翻北京城

的历史；到重装焕新的吉祥大戏院，品一品

“玉堂春”特调咖啡；去“元宇宙时光隧道”，

体验一把科技与文化的碰撞……在北京，不

断“翻新”“上新”的文化新空间、新场景，丰

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成为城市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

前门大街附近的三里河公园内，一间面

积只有 80 平方米的图书馆，却是很多人工

作之余休憩的港湾。在这间小小的图书馆，

不仅可以看到 400 余种杂志和出版物，还能

欣赏到年轻艺术家的文创绘画作品。

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以

书为媒，这里既是图书馆，也是休闲空间和

咖啡店。”李先生是图书馆的常客，他喜欢这

里咖啡的味道，但更在意图书馆周边那些老

北京的胡同，“走石板小路，看朱门黛瓦，赏

水穿街巷，舒服得很。”

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从东单

地铁口向北几百米，一栋黑绿相间的建筑临

街而立，这里就是北京曾经赫赫有名的大华

电 影 院 ，也 是 如 今 的 大 华 城 市 表 演 艺 术

中心。

“ 我 们 把 多 种 表 演 艺 术 都 囊 括 了 进

来 。”大 华 城 市 表 演 艺 术 中 心 院 长 易 立 明

介 绍 ，改 造 后 的 大 华 城 市 表 演 艺 术 中 心 ，

拥 有 歌 剧 厅 、戏 剧 场 、环 形 剧 场 、实 验 剧

场、天空剧场、音乐厅以及 10 余个排练厅

和若干文创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综合

艺术空间。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已经从缺不缺、够不够，升级为好不好、精不

精。”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近

年来，北京坚持“科技为文化赋能、文化为城

市赋能”，一批“科技+文化”的新场景成为

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中关村壹号、中国移动咪咕·咖啡场景

空间、北京汽车博物馆 5G+MR 数字全息体

验馆……融入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数字科技，沉浸式体验让观众大呼过瘾。

2023 年 8 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首批 24
个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

点名单中，北京的无相艺术空间、亮马河国

际风情水岸等 3 个项目入选，成为入选项目

最多的省区市之一。

探访北京文化新地标——

守正创新 以文化城
本报记者 王昊男

本报郑州 9月 14日电 （记者任胜利）14 日，“行走河南·读懂

中国”中外媒体黄河行启动仪式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举行，

2023 年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据介绍，举办“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中外媒体黄河行暨 2023
年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旨在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让世界通过黄河文化进一步了解

郑州、认识河南、读懂中国。

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伴随着黄河文

化的传承弘扬而发展壮大。近年来，随着水土流失治理、黄河生态

环境保护、旅游资源开发的持续推进，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郑州作为河南省会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已连续

3 年举办黄河文化月活动。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中外媒体黄河行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