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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傍晚，福建福州，随着第 44 届
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现场落锤声响，“泉州：宋
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中国
第56处世界遗产。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与海相伴，
向海而生，有着上千年的海外交通史，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10至 14世纪，中国
历史上的宋元时期，泉州港以“刺桐港”之
名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的

“东方第一大港”。
历经千年，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遗存在泉州仍然得到精心呵护，活化利用。
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赋予这些遗存
新的活力，也给泉州带来新的机遇。“宋元时
期，多种文明在泉州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美美
与共，这对于今日的世界仍然是重要启示。”泉
州申遗文本负责人傅晶说。

梯航万国的刺桐古港

洛阳桥，耗银千万两的宋代超级工程至
今人来人往，显示出交通运输的畅通；尾林
窑址，山坡上层层叠叠的古代瓷片，可以管
窥生产规模的庞大；草庵摩尼光佛，世界海
洋贸易中心强大的文化包容力跃然纸上……

走近泉州 22 个遗产点，至今能触摸到宋
元泉州从生产运输到销售贸易、从山区腹地
到沿海平原、从多元社群到城市结构的多元
繁荣景象。

“这些遗产点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系统，在
10至14世纪是世界上非常先进的。”傅晶说。

据记载，元代时与泉州通航贸易的国家
与地区近百个、进口商品种类达330多种。在
泉州这个国际商贸中心，商人们来时装载香
料、药材、珠翠、布帛等大量“蕃货”，去时
还可载满陶瓷、丝绸、茶叶等“中国制造”，
往返贸易，利润往往十分可观。

有人销售，有人购买。有人运输，有人管理。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背后，是国家和地方对
海洋贸易发展的重视，是强大的制度保障、生产基
地、运输网络与多元社群共同作用的结果。

北宋中央政府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也就
是海关，泉州成为国家级对外窗口。中外商人
在泉州做生意得到制度和法律的充分保障。

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在 10至 14世
纪迎来了又一次异彩纷呈的繁荣期，形成了
大航海时代前的“首个世界体系”。

身处这一体系中的泉州，是其中的佼佼
者。它不仅仅是一座繁荣的海港城市，更是
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世界级城市平
台。大批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商
旅、使者陆续定居泉州，呈现出“市井十洲
人”的繁荣景象。不同习俗和文明和谐共
存、相互交融，也造就了泉州开放、多元、
包容的城市气质。

历久弥新的半城烟火

泉州古城，中式古厝与南洋骑楼交错林
立，充满了浓郁的闽南风情。这里也是泉州
遗产点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此次 6.41 平方
公里的古城全部作为遗产保护缓冲区，这在

全国文化遗产项目中并不多见。
“这意味着，整个泉州古城内新建、扩

建、改建项目都将受到严格限制。”泉州市申
遗办副主任吕秀家说。

此前，国际专家来现场考察时，感叹泉
州古城很宝贵，格局肌理很完整、遗产非常
丰富，建议把古城全部纳入缓冲区，以便让
古城今后可以更好地保护下去。

这番建议得到泉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
“泉州的老百姓从古到今都有爱护遗产、

保护遗产的自觉性。”吕秀家举例说，泉州府
文庙在清代就立了示禁碑，不允许摆摊设
点；洛阳桥同样也立有示禁碑，要求附近的
窑厂不能靠近开挖。

泉州的城市更新，也在小心呵护古城这
难得的烟火气。

为了提升泉州古城人居环境，近年来，
泉州对多条街巷实施改造提升，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却不过多影响他们，不采取大拆大建
或盆景式开发，而是大力推行“微改造”，让
古城“见人、见物、见生活”。

最早示范“微改造”的金鱼巷，效果已
经显现：街道两侧的建筑风貌保持不变，但
密如蛛网的电线下地了，地下管网铺设了，
功能设施焕然一新。

文化遗产保存的完整性是成为世界遗产
的一个必要条件，获评世界遗产又会进一步
增强本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泉州市文旅局
文保科副科长李庆军认为，这种自豪感会加强
社会凝聚力，有利于让文化遗产保护得更好。

美美与共的千年回响

“10至14世纪，泉州创造了一个多元、开
放、共享的典范城市。如今，多元、开放、
包容依然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底色。”泉州海外
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林瀚说。

“宋元时，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
的外国人不仅仅做贸易，他们对泉州这座国
际化港口城市也有很深的认同感。”泉州晋江
市博物馆陈埭回族史馆馆长丁清渠说。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一幅大型手
绘 《刺桐梦华录》 生动再现了宋元泉州港的
多元共融景象：熙熙攘攘的码头上，身着各
色服饰、不同容貌的商旅百姓，或忙碌或游
戏，和谐交融。

这一繁荣景象，如今仍在延续。站在六
胜塔旁眺望，不远处便是泉州港石湖码头，
港区的保税物流中心 （B型） 7月初刚刚封关
运营。这种比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开放
性更强的监管方式，将有力提升泉州港的贸
易便利化和国际竞争优势。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市正在全力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2021 年上半
年，泉州市外贸进出口 1248.1 亿元，同比增
长 55.3%。“十四五”期间，泉州将建设“公铁海
空”一体的海丝国际物流中心，连接中国中西
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据新华社福州7月25日电 记者郑良、
邰晓安、许雪毅）

重新发现中国海洋文明
——解码泉州世遗

本报北京7月25日电（记者赵晓霞、齐
欣） 25 日，中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项目在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顺利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

位于闽南沿海地区的泉州古称“刺桐”，至
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
的国际海洋贸易中蓬勃发展，成为各国商旅
云集、多元文化交融的“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是10世纪至14世纪产生并留存至今的一系列
文化遗产，分布于以今天泉州城区为核心的
泉州湾地区，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
遗址等22个遗产点。

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 25日的会议决定认
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
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 22 个遗产点涵盖了社
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
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 10 世纪
至 14 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
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
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世界遗产展现了以泉州为代表的中
国沿海地区人民坚韧不屈、顽强拼博、勇于
创新的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合作共
赢精神特质的体现。”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成功申遗

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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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旧西藏，别说读书了，活下来都不容易。拥有一个“带屋

顶的住处”，是无数农奴想都不敢想的梦。有的甚至住在牛羊圈，
拿草垛当被子。农奴还流传这样的歌谣：“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
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

如今，在西藏人眼里有着划时代巨变意义的，是脱贫攻坚，
“让西藏人民生活方式一步跨千年”。

脱贫攻坚之初，西藏是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
度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

最深的牵挂，最坚定的信心。2019年底，西藏74个贫困县区
全部摘帽，62万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生动讲述西藏的改变：“许多农牧民群众生
活实现了从水桶到水管、从油灯到电灯、从土路到柏油路的进步。”

达瓦坚参家的桌上摆着奶渣子。习近平总书记拿起一块放到
嘴里。味道甜甜的。

村口，村民们都赶来了。身着节日盛装，手捧洁白哈达，欢
呼着“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扎西德勒”……习近平总书记走
到他们中间，祝福大家：“扎西德勒。”

淳朴的乡亲们脱帽鞠躬致敬，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从一无所有到摆脱贫困，再走向富裕，天翻地覆慨而慷！忆

苦思甜，更念党恩。“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
藏”，这句话就写在家家户户比蜜还甜美的日子里。

“我所到之处，感受到了大家对过上好日子的幸福之情、对党
和国家的感恩之情。”总书记动情地说。

西藏的绿：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

林芝市城市规划馆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张大幅照片前驻足
凝视。

那是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浩荡的江水沿着山峰蜿蜒一路高
歌，大自然用鬼斧神工挥洒一幅壮美的大写意。

“从天上看下来一片绿色，处处是山水画卷。”总书记感叹。
7月9日下午，他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其中一项，审议通过了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保障中华民族生存
和发展的历史高度明确要求，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
世界负责的态度，抓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工作。

生态，西藏的“国之大者”。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西藏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水、光
照、野生动物、森林矿产……资源之丰富令人惊叹。雄奇的珠穆
朗玛峰、险峻的南迦巴瓦峰、湍急的雅鲁藏布江、碧绿的巴松
措，是世世代代必须珍惜的宝藏。

“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太重要了！在
这里，生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书记语重心长。

看西藏之绿，考验的是历史的远见格局。
10年前到西藏考察时，习近平同志就指出，西藏生态保护是

重要课题，要很好地保护西藏的碧水蓝天。
6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听了来自西藏的一位县

委书记的发言，告诫说，西藏要保护生态，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
瓜，生态出问题得不偿失。

西藏交上了一份生态答卷。在23日的汇报会上，自治区负责
同志介绍说，保护区总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超过三分之一，禁
止开发或限制开发区域面积约占全区国土面积的70%。

距离机场不远的尼洋河大桥，习近平总书记停车驻足。雅尼
湿地水波潋滟，草木葱茏。远处江河两色泾渭分明，那是尼洋河
与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一条碧波荡漾澄澈见底，一条汇纳百川
逶迤磅礴，一急一慢，一清一浊，相携相拥奔涌而去。

“雅鲁藏布江的水系，难得的一块绿地、绿肺。它的生态还很
脆弱。”讲到保护和利用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目光长远：“我
们要以保护为主。不是破坏生态地利用，而是在生态和谐前提下
利用。”

他强调：“要保护住这一块‘净土’，让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
做好。”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西藏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
年西藏努力的点点滴滴，给总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绿色银行”。嘎拉村村委会旁边，有个积分兑换的
“绿色银行”。村民拿可回收垃圾，到这里就能换积分、兑成日用
品。这是村里的乡村振兴专员看到别的乡镇这一招立竿见影，学
来的。

一个是“绿色公园”。在西藏，全区的公园和体育设施都不收
门票。习近平总书记在林芝新老城区交界处下车，走进没有围墙
的工布公园。循着歌声、欢笑声，走向公园广场。

上百人正跳锅庄舞。“乐不思蜀了吧，愿意留下来吗？”总书记笑
着问在场的游客。

“愿意！”众人齐声答。
好生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西藏的人：

吃苦的人们，战斗的人们，忍耐的人们，团
结的人们，奉献的人们

拉萨八廓街杂货铺的一个店员，发了张自拍照：“这是我和
总书记最近的时刻。”

照片里，有林立的商铺、繁闹的风景和熙攘的人群。历经千
年朝晖的八廓街，在遇见习近平总书记的瞬间，沸腾了。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万千：“我23年前来过一次，现在建得多么
好啊！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搞事业、转经、旅游。千年八
廓街，是我们各民族建起来的八廓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交
往交融，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这里其乐融融。”

工布公园、布达拉宫广场，一群群市民游客偶遇总书记，齐
声高喊：“总书记好！”藏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
还有汉族，中华民族大家庭“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

习近平总书记常用石榴籽形容 56 个民族。一路观感，他说：
“56个民族是石榴籽，中华民族是整体的石榴。我们是一个中华民
族共同体，要同舟共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2日晚，西藏人民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同各族干部群众共同
观看了一场民族文艺演出。《各族人民感党恩》《再唱山歌给党
听》《祝福新时代》……悠扬的旋律，唱出了西藏群众的心声。

“老百姓特别是藏族群众的生活能有今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做
了该做的事情。”总书记强调，“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力，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西藏，习近平总书记见到了很多不平凡的普通人。
黄海芬，嘎拉村的大学生村官。这位在广东读书后放弃白领

工作的潮汕女孩，揣着情怀奔赴西藏。
“将来留在这里吗？”总书记问。
她腼腆地笑了：“留下！安家啦，爱人在隔壁村，也是一起来

西藏的。”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她：“从沿海到高原，这里需要人啊，你在

这边好好干。”
卓嘎，来自隆子县玉麦乡。“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是她的

信念。她和家人守边境的故事，感动了大江南北。
前不久，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她颁授“七一勋

章”。在西藏拉萨，她再次见到了总书记。
23日上午汇报会前，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有6批次会见接见。
第一批，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当总书记走进接见厅时，掌

声如雷。
“同志们，今天我特意来看望大家。我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

向驻西藏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
情地说，“70 年来西藏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
部署，扎根雪域高原、忠诚为国戍边，出色完成了一系列重大
任务，经受住了艰苦环境、复杂斗争考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
统一，促进西藏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和人民感谢
你们！”

西藏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各地市负责同志和老同志代表，各
族各界代表，援藏干部代表，政法干警代表，宗教界爱国人士代
表……每一次会见，总书记从队列一端一边挥手问候，一边缓步
走向另一端。有老朋友，也有新面孔，有便装衬衫，也有氆氇
藏袍。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拉开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帷
幕。4年后，习近平同志因接送援藏干部来到西藏。那一次，援藏
干部高规格地由省委副书记陪送进藏。福建对援藏工作的重视，
给西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话更让西藏干部群众暖心：“林芝地
区的事，就是我们省的事。”“要派最优秀的干部来，好中选优。”

23年弹指一挥间。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登上雪域高原。拉萨
市的“北京路”，山南市的“湖南路”，日喀则市的“山东
路”……西藏有着全中国的牵挂，300余万高原儿女同操着大江南
北口音的援藏干部一道奋斗、一道跋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央支
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
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

见到这些晒成了古铜色的援藏干部们，总书记十分动情：
“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个显著优势。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
天。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
茬、一代接一代干下去。一方面支援了西藏，集中力量办大事；
一方面锻炼了干部、成长了队伍。援藏应该是你们一生中最宝贵
的经历之一。”

汇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谈到要关心关爱西藏的干部
职工。工资收入、住房就医、子女入学、退休安置，一项项，一
桩桩，叮嘱得仔细。

汇报会结束后，总书记转身走向参会的西藏党政领导干部。
“你是老西藏吧，身体怎么样？”“哪年参加工作的，到过哪些

地方？”见到年轻的新入藏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他们：“一定
要看到这个岗位的来之不易，倍加珍惜。这是机会也是考验，弘
扬好‘老西藏精神’。”

“老西藏精神”，在雪域高原工作的人们，将其视为一座灯
塔。这精神，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团结、特别能奉献。而塑造了、传承着这些精神的人们，是吃苦
的人们、战斗的人们、忍耐的人们、团结的人们、奉献的人们。

西藏的寺：

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坐落于拉萨西郊根培乌孜山南麓的哲蚌寺，气势恢宏、桑烟
氤氲。22日下午，当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措钦大殿广场时，法号齐
鸣。哲蚌寺管委会负责人向总书记敬献哈达。

僧人提香炉、持宝伞，习近平总书记沿台阶步入措钦大殿。
脚下的石板斑驳，每一块都沉淀着历史。多彩的立柱、摇曳

的帷幔，陪伴着僧人日复一日的诵经、听经、辩经。
“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工
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

做好藏传佛教工作是促进西藏长治久安的一个重点。党的宗
教政策一以贯之：“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
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措钦大殿，哲蚌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了寺庙“导”的方
法：“寺管会党组书记讲政治和大势，寺管干部讲政策和规定，专
家学者讲法治和历史，高僧活佛讲教义和戒律，老僧讲对比和变
化，教育引导僧人遵守宪法法律，持戒潜心修学，坚持‘以法治
寺、以戒管僧’，健全寺庙管理规章制度，修订完善寺规僧约，力
求导之有力、有方、有效。”

习近平总书记细致询问，不时同他们亲切交流。
走出大殿，蓝色的天，白色的云，彩色经幡迎风猎猎。寺庙

僧人沿大殿走势站成一排，在太阳下捧着哈达，静待总书记。
总书记健步走向他们。僧人里有耄耋老者，也有青春少年。

他们齐声向总书记问候道：“扎西德勒！”
“我也是慕名而来。哲蚌寺在我们的藏传佛教地区和信教群众

中有很高的地位。这些年在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制度、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众僧人专注倾听。
“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

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藏传佛
教的发展，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宗教要和
顺、社会要和谐、民族要和睦。希望藏传佛教沿着正确发展方
向，我相信这条道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23 日上午汇报会前，西藏宗教界爱国人士代表汇聚拉萨饭
店。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他们：

“祝全西藏各寺庙、众僧人扎西德勒！”

西藏考察途中的另一份牵挂：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得知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途中作
出重要指示：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迅速组织力
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他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加强统筹协调，强
化气象监测预报和地质灾害评估，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工作。

考察的每一天，汛情和防汛抗洪的进度，第一时间摆到总书记
的案头。

前不久在北京开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省里主要负责同志叮嘱
道：“‘七下八上’的汛期，防汛是你们最要关心的事。同时现在
这段时间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有点冒头，关键是做好预案，
防患于未然，不要不当回事，不要麻痹大意。”

防汛防台风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在福建工作时候，习近平同
志坚持“宁肯十防九空，不可用而无备”。后来到浙江，又推动了

“百万人大转移”。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人们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

在23日的汇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命重于泰山啊！
发展和安全必须处理好。”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注重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

他的目光望向自治区负责同志：“西藏也要落实好这些要求，
也要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

（本报记者杜尚泽、申琳，新华社记者张晓松、朱基钗）

泉州顺济桥遗址。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