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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历数千年而绵延至

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更加需要

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时光流变中的江西景德镇，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卷峰峦在景德。”

景德镇瓷业，肇始于汉唐，崛起于宋元，兴

盛于明清，繁荣至当代。熊熊窑火，淬炼出

“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的繁荣景象，创

造 了“ 匠 从 八 方 来 ，器 成 天 下 走 ”的 文 化

奇观。

今天，“千年瓷都”的窑火与文脉，依旧

生生不息。

千年老城里弄、明清窑作群落、陶瓷工

业遗产跨时代“同框”，铺展开绵延千年的瓷

业画卷；一座座老窑址、老厂房变身陶瓷艺

术作坊、博物馆、美术馆，大大小小的创意集

市包罗万象，上“镇”、赶“集”、淘“瓷”成为新

风尚；四面八方的非遗匠人荟萃于此，天南

海北的“景漂”逐梦于此，因“瓷”而生的多元

业态成长于此，共同擦亮“瓷”的标识……

既古老，又现代，有传承，更有创新，陶

瓷文化在新时代续写新篇章。

在景德镇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

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

片”，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

光大”。

一瓷载古今，文化越千年。中华文明

突出的连续性在这里得到充分印证，跨越

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在这里传承弘扬。

传承，源于“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千百年来，文明不可断的信念、薪火相

传的使命、“向内凝聚”的追求，使中华民

族、中华文明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生生

不息、绵延不断。

在景德镇，看窑址、走里弄、访匠人，对

这种文明传续的信念有更深的感受。

孙立新，孙公窑第四代传人，13 岁学

艺，与瓷相伴 40 多年。“手艺传家”的家训，

让曾漂泊在外的他，最终选择回乡扎根，一

手青花祖传绝技，全镇闻名。

徐家窑，景德镇最大柴窑，但老窑口一

度废弃多年。为了“把这把窑火传下去”，

许多老师傅甘愿放弃挣钱的活计，参与到

修缮中来，终于让徐家窑在停烧 38 年后成

功复烧开窑。

父传子、师传徒，一代代匠人倾情以赴

之、全力以成之，推动一次次窑炉形制变

革、制瓷工艺革新，让景德镇陶瓷产业不断

淬火升级。

新时代，传承千年技艺，不仅是匠人之

事 ，更 是 一 座 城 的 追 求 。 对 遍 布 全 城 的

150 多 处 老 窑 址 、108 条 老 里 弄 、“ 十 大 瓷

厂”老厂房等文化遗存实施系统性保护修

缮；实施艺徒制度、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强

化手工制瓷技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建

立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深入挖掘陶瓷

文物“密码”……保护千年窑址、呵护千年

匠心，景德镇的窑火摇曳时代丰姿。

跳出瓷都看神州，剪纸精巧、茶艺雅

致、戏曲悠扬、传统服饰走红……我们的文

化不断流、再传承，靠的正是一代代人为了

美好生活的智慧创造、不懈奋斗，正是一代

代人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传下

去、守护好的自觉行动。

新时代以来，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建设国家版本馆，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

源 工 程 ，全 面 加 强 文 物 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为文明传续所

作出的努力。

身处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更有传承民

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秉持敬畏历史、热

爱文化之心，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

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我们一定能

“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

下去”。

传承，源于“精神血脉”的强大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

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

滋养。

景德镇“汇天下良工之精华”，工匠精

神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抟泥成器、范土为窑、瓷上作画……正

是无数“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们，以执着

专注、精益求精的精神，成就了青白瓷的如

冰似玉、青花瓷的雅致秀美、玲珑瓷的明彻

剔透、红绿彩的绚丽缤纷，擦亮了景德镇的

“金字招牌”。

窑火不熄，匠心不朽。御窑工艺传承

人向元华，形成陶瓷制作的“七星级标准”；

年轻艺术家王平，微瑕作品绝不出售；御窑

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师们，以精细到 0.01 毫

米的精度拼接、补配、打磨，让珍贵的古陶

瓷恢复原貌……陶瓷文化，传承的不仅是

巧 夺 天 工 的 技 艺 ，更 是 追 求 卓 越 的 工 匠

精神。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苏绣飞针走线，体现出“中国

人的韧性、耐心和定力”；都江堰泽被千年，

蕴藏着“人水和谐”的东方智慧；万里长城

巍峨雄壮，写照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

斗精神、众志成城的爱国情怀……

这些宝贵的精神特质，有着永不褪色

的时代价值，是我们向前奋进的动力所在，

也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视发挥文化养

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

的精神气质。”

中国式现代化，征途漫漫。惟有以非

凡之精神，才能成非凡之事业。

前进道路上，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

体性，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内涵，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

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

慧，我们的前进动力会更强大，奋斗精神会

更昂扬。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

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立

文化之根，铸精神之魂，从延续民族文化血

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步履不停、行将致远。

我们的传承坚定有力
—从“千年瓷都”看文化传承发展

张   凡

风雨桥旁，吊脚楼内，芦笙清越，歌声

悠扬。走进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

寨，只见游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常。

来宾市的汉族姑娘丁莲声，几年前嫁

给寨子里的一个侗族小伙。夫妻俩在村里

开店做服装租赁和摄影生意，旅游旺季时

经常从早忙到晚。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

源，程阳八寨旅游产业持续发展，小两口也

收获了忙碌又幸福的生活。乡亲们由衷感

慨：“日子越过越好哟！”

同顶一片天 、同耕一垌田 、同饮一江

水、同建一家园。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

口最多的自治区，以壮、汉、瑶、苗、侗等 12
个民族为代表的各族儿女，共同生活在这

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当地摆脱贫困落后

面貌，铺就红火生活画卷，背后正是各族人

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

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新时代新征程，我们

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为了凝聚全体人民的

智慧和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不

竭动能。发挥多元一体优势，关键是要不

断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

千百年来，我国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大

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地缘相近何以转化为人缘相亲？从历史上

“如错棋然”的杂居，到时下“十口之家、情融五族”，广西不断建设多民

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取得积极成效。在南宁

市蟠龙社区，儿童之家、夕阳红健康活动室等平台让各族群众生活共

融、情感互动；在三江县南站社区，派出所联合“款师”“寨佬”等村寨有

威望的人，“侗鼓一敲，握手言和”，实实在在化解村际矛盾。社区是各

族群众共同生活的大家庭，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必须优化

基层治理，以热情服务凝聚人心。

共居共处，更需宜居宜业。经济发展是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

础。在柳州市，螺蛳粉带动 30 多万人就业，成为“团结粉”“致富粉”。

螺蛳粉包装工人莫洁林，月收入最高能达到七八千元。企业里，不同

民族员工在工作中互帮互助、相处融洽。各族群众共同创造“产业传

奇”，而产业发展又反哺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实践证明，对美好生活

的共同向往，让各族群众都把心思放在推动发展上，紧紧凝聚起来同

心干。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八桂大地上，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到苗族坡会、侗族多耶节、瑶族

盘王节，各族群众常常串门互赠美食、同庆佳节。在柳州鱼峰公园，

游人如潮、歌声如浪，人们会聚于此传唱山歌，“鱼峰歌圩”持续走红。

虽然民族风俗各有不同，但大家相互尊重、和谐相亲，同唱一首歌、同

过一个节、同吃一桌宴，实现人心相聚、精神相依。传承传统文化，打

造特色品牌，不断构建共有精神家园，各族人民就能“像榕树一样同

气 连 枝 ”，为 共 同 奋 斗 提 供 持 久 的 精 神

力量。

发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优势，让各族

群众手挽手、肩并肩，文化上兼收并蓄、经

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我们的幸

福生活定能“过了一滩又一滩”，好日子必

能芝麻开花节节高！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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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最深
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
结之根、民族和睦之
魂。传承传统文化，打
造特色品牌，不断构建
共有精神家园，各族人
民就能“像榕树一样同
气连枝”，为共同奋斗
提供持久的精神力量

当传统中医药结合现代新科技，能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

发现人参果的药用价值，开发人参果

片、人参果果汁等一系列产品；把中医症

候和西医的疾病模型结合起来，为中药新

药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近年来的探索，

不仅更好阐明了中药治病原理，也进一步

挖掘出道地药材的药用潜力。助传统医

药发展打开新空间，科技赋能的潜力可见

一斑。

回顾历史，科技创新一直在不断改变

医疗的面貌。除了医疗资源越来越丰富、

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还有两个方面显著

进步。一是应用现代遗传、分子影像、人工

智能等技术，可实现更加精准的疾病分类

及诊断，甚至制定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

疗方案。二是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于诊疗

过程，比如优化预约挂号，实现在线缴费、

实时报销等，不断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无

论是减轻患者痛苦，还是优化就诊流程，科

技的推动作用都至关重要。

当前，医疗科技的创新，呈现多点开花

格局，部分领域甚至出现了革命性变革趋

势。这是挑战，也是机遇。紧跟社会发展，

紧贴群众需求，更好促进科技与医疗的深

层次融合，跑出科技赋能医疗事业的加速

度，才能占据先机，不断降低医疗成本，增

进社会福祉。

医疗领域的创新点多面广，从医疗器

械到药物研发，从治疗方法到支付手段，每

一 个 环 节 都 值 得 关 注 ，都 是 重 要 的 发 力

点。随着我国创新实力持续增强，群众对

医疗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解决关键核心

技术“卡脖子”问题，在重大疾病病理研究

与治疗以及创新药、高端医疗设备研发上

取得突破，变得尤为重要。

从长远来看，原始创新和源头创新是

医药行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最能获取

红利的价值所在。这一战略高地，不可不

争。今年 7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要调动各方面科技创新资源，强化新

药创制基础研究”。随着支持全面创新体

制机制的加快构建，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医

疗企业，要拿出敢闯“无人区”的气魄，勇于

追求“从 0 到 1”的突破，以更多自主创新的

前沿成果惠及广大患者。

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健康，

不仅要全面提升创新能力，还要不断增强

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我国优

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的

大医院，而西部和农村地区优质医疗资源

不足，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看病难、看病

贵。解决这一问题，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的作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近年来，

5G、大数据等技术广泛应用，远程诊疗兴

起，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服

务。而医疗资源变得更加均衡，也有利于

扩大科技创新成果的辐射面，为新业态新

模式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能远程精密操作并为患者进行微创手

术的机器人，能记录药品耗材从生产、运输

到销售每个环节的追溯码，能给出就诊建

议、帮助完成挂号、告知排队情况、提供图

像导航的“人工智能陪诊员”……在科技的

加持下，医疗卫生事业不断获得新的突破，

创造新的可能。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打造更加公平可及、系统

连续的健康服务，我们将获得更高质量的

健康保障，拥有更加幸福的未来。

科技助医疗发展打开新空间
申少铁

紧跟社会发展，紧
贴群众需求，更好促进
科技与医疗的深层次
融合，跑出科技赋能医
疗事业的加速度，才能
占据先机，不断降低医
疗成本，增进社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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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 兰 屯 市 金 龙 山 滑 雪 场 ，一 个 小 朋

友在教练指导下体验滑雪。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近年来，我国冰雪“冷资源”向经

济发展“热动力”加速转化，冰雪经济

潜力显现。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

雪 经 济 活 力 的 若 干 意 见》，提 出 到

2027 年 ，冰 雪 运 动 场 地 设 施 更 加 完

善，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冰雪运动更加

广泛开展；到 2030 年，冰雪经济总规

模达到 1.5 万亿元。

这正是：

冰天雪地起热潮，

体旅融合延链条。

赛事拉动促发展，

全民参与人气高。

翟钦奇文   
近日，一则北京某餐馆给快递员留包间的新闻引发不少关注。据

报道，无论中午客流多火爆，这两个包间都雷打不动地为快递员保留，

而且荤素搭配的 25 元自助餐，快递员花 12 元就能敞开吃。

两个小小的包间，温暖了许多快递员，也感动了众多网友。按照商

业逻辑，这顿爱心午餐属于“赔本买卖”，但背后的善意传递异常可贵。

此前，看到快递员无偿帮助居民，该餐馆经营者深受触动，随即萌生了

做爱心餐的想法，和街道沟通后，暖心驿站就此开张。3 年多来，驿站

服务近 9 万人次，惠及街道辖区骑手 160 余人。不少企业听闻此事，也

纷纷伸出援手，相关街道总工会、商会也为餐厅提供补助。

近年来，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日益壮大，他们四处奔波、流动性强，

常年在户外劳动。为改善其工作条件，相关部门、街道等协调建设了不

少暖心驿站，吃饭能享受折扣、夏日能纳凉、寒冬能取暖，为户外劳动者

撑起一个个“不打烊的家”。在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骑手驿站有序分

布，休憩解乏、吃饭喝水、充电娱乐等需求均可在此一站式解决；在东城

区崇文门外街道，商场外廊设有骑手友好移动餐车，让户外劳动者可以

经济实惠地解决吃饭难题。除了基础服务，一些街道还根据新就业群

体的需求，整合沿线便利店、理发店等资源，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暖心驿站，见证爱心流动，也彰显城市温度。关注不同群体的所思

所想、所需所盼，为其提供暖心关怀，是城市治理题中应有之义。

从更大视野来看，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也能更好激发城市共治共

管、共建共享的潜力。就拿北京来说，这些年，精细化治理不断升级，吸

引更多力量加入其中。而调动更多人共建美好家园，离不开发自内心

的归属感。就像一名快递员所说，“踏踏实实吃顿饭，真的是有了家的

感觉”。事实证明，在基层治理中注入人文关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

的效果。

城市里的一家家暖心驿站温暖了户外劳动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也

行动起来回馈社区，主动参与看望老人、交通引导、垃圾分类等志愿服

务活动。在爱心的“双向奔赴”中，城市将越来越和谐宜居，受益的将会

是每一个人。

（摘编自《北京日报》，原题为《“赔本买卖”背后的城市暖意》）  

城市有温度   生活更幸福
范   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