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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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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
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
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
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要充
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
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
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

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
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
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
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
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
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
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中
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
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

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
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
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
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摘自《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九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 把中国
文明历史研究引
向深入 推动增强
历史自觉坚定文
化自信》

（2022 年 5 月
29日《人民日报》
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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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故事，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故事》版的这一年

本报记者 潘旭涛

时光匆匆，又至岁末。回首 2022，一个
个精彩故事连缀起我们共同的记忆。2022
年，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故事》 版继续用
故事记录中国发展变化，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舒展美丽中国画卷

共建美丽地球家园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
心愿。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
献者、引领者，中国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2022 年，《中国故
事》 版记录下一个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的美丽中国。

2000 年—2017 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
中，约 1/4 来自中国，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
首位。《植树造林，为世界增绿降碳》讲述了
一个个发生在中国的“绿色传奇”。

山西省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是
天然的风口地带。绿色，曾是右玉最稀缺的
颜色，如今成为这里最厚重的底色。

“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
这曾是右玉人种树时面临的困境。在这片贫
瘠的土地上，第一年栽好的树，可能立马会
被狂风黄沙吹走。但右玉人不服输，咬定目
标不放松，一茬接着一茬干。种树的时节，
干部群众、男女老少一起上，大家抢着干、
比着干，终于将不毛之地变成满目葱茏的塞
上绿洲。

500 公里外，另一个“绿色传奇”引发
全球关注。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塞罕坝机械
林场，先后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土
地生命奖”。《塞罕坝的年轻人》 讲述了“林
三代”们紧跟前辈脚步、续写塞罕坝传奇的
故事。

2007年，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范冬
冬选择来到塞罕坝。15年间，他在这里安了
家，一步步从最初的技术员，成长为主管造
林与育苗的中坚力量。

到2011年的时候，树苗容易活的坝上地
块，造林任务已经顺利完工，剩下的全都是
山高坡陡、立地条件极差的“硬骨头”地
块。坡面直栽难度过大，范冬冬与同事们反
复讨论后决定，先在平地育苗，成功后再将
树苗移植上山。运苗绝非易事。一株苗浇透
水后足有七八斤重，一个骡子要驮两筐苗，
踉踉跄跄爬一段，就累得呼哧带喘，甚至还
有滑坡的危险。骡子上不去的地方，就只能
靠人工背运。一人背上十几棵，筐上的麻绳
在大家后背上留下了一道道勒痕。

“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这
是塞罕坝攻坚造林秉持的理念。近 60 年间，
三代塞罕坝人成功将“黄沙遮天日，飞鸟无
栖树”的荒坡变为万亩林海。

一片片林海在中华大地上铺展，保护了
生物多样性，让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
徙通道。《“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
去”》 介绍了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
工程给生态系统带来的变化。

在北京市温榆河公园示范区东园望山阁
附近，种着一大片混交林，这是为方便野生
动物活动而设置的缓冲区。此处没有人造景
观，尽力减少游客的干扰，就像一道天然屏
障，将人类活动区与自然留野区隔离开，为
野生动物提供了一处静谧的栖息地。

细心的人走到温榆河公园西园码头附近
的保育区，会发现一些看似随意堆放的枯枝
杂草。实际上，这些是人造灌木丛，相当于
为野生动物们搭建的“安置房”，可供刺猬、
野兔等小动物遮风挡雨。像这样的人造灌木
丛，在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
中，共营建了2200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山峦披上了绿装，
越来越多的河湖也荡漾起了碧波。《清澈的湖
水回来了》记录下水之变。

位于河北省安新县的白洋淀，是华北平
原最大的淡水湖泊，被誉为“华北之肾”。20
世纪80年代初，淀里水质清澈，水舀上来就
能喝。之后，水质变差了，一些河段一度呈
现“酱油色”，气味刺鼻难闻。

“不让一滴污水流入白洋淀！”5 年来，
河北全省上下合力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
攻坚战。103 个淀中村、淀边村，因地制宜
配建起 115 座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
后全部导排到淀外综合利用。2021年，白洋
淀淀区整体水质为Ⅲ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
行列。

“儿时记忆中的白洋淀慢慢回来了。”安
新县安新镇王家寨村党支部书记王军说。如
今的白洋淀，初春，芦芽竞出，满淀碧翠；
盛夏，荷花绽放，岸柳如烟；金秋，芦花纷
飞，稻谷飘香；隆冬，白雪皑皑，坚冰似玉。

绿 水 青 山 来 之 不 易 ， 背 后 是 系 统 治
理、制度护航。近年来，河长、林长、田
长等专属守护者在各地上岗，《“有问题，
找林长”》 讲述了林长制带来林“长治”
的故事。

“老高，快来看看！有十几棵毛竹被破坏
了！”2020年8月的一天中午，一通来电让高
昭梁心头一紧，他跨上摩托车就往现场赶。

高昭梁是江西省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梅岭
镇立新村党支部书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村
级林长。老高赶到毛竹林后发现，十多棵约
9 米长的毛竹齐刷刷倒在半山腰，他用手摸
了摸竹子横切面，湿乎乎的，他判断，毛竹
被锯断没多久。经过向附近村民打探，他很
快锁定了盗伐人。“对方一开始说自己是清白
的，后来看躲不掉了，就威胁我少管闲事。”

“这哪是闲事！我是林长，你们盗伐，
我就要管！”高昭梁毫不退让，自知理亏的
盗伐人最终承认了错误，并向森林公安缴纳
了罚款。

展现文明古国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
晶和精华所在，对世界的吸引力、影响力日
益增强。2022 年，《中国故事》 版通过讲述
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故事，推动中华文化
更好走向世界。

《“我心归处是敦煌”》 记述了敦煌研
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50年守护敦煌莫高窟的
感人故事。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孩在北
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
理想登上开往西部的列车。她就是樊锦诗，
那年她25岁。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
海，1958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年轻的樊锦诗根本没想到，自己毕业后会到
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工作，更不会想
到一去就是半个世纪。

敦煌莫高窟是诞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
无价之宝，是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结合的
立体艺术，是公元 4世纪至 14世纪的古人用
智慧创造出的文化艺术宝库，见证了中西方
文化的交流。樊锦诗走遍了莫高窟 735 个大
小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
历时40年，她主持编写出版了《敦煌石窟全
集》 第一卷 《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报
告》，这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
石窟考古报告。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
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
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
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
归处，是敦煌。”这是 2020 年，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栏目写给
樊锦诗的颁奖词。

莫高窟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如今的
莫高窟，敞开胸怀拥抱数字技术。《让敦煌在
数字空间永存》 讲述了科研人员对莫高窟进
行三维数字重建的故事。

走进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一眼就
能看到一尊震撼人心的巨大卧佛像，神情

安详，微含笑意。这里还原的是莫高窟南
端著名的158窟场景，这尊涅槃像是3D打印
的产物。

“利用我们的数据，可以用 3D 打印机把
敦煌的卧佛打印出来。现场的文物不能碰，
但数字化的文物可以任意变换。我们还利用
数字成果做成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著名测
绘专家李德仁院士说，“借助人工智能、增
强现实技术，文物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
家在数字敦煌里可以进行‘现场’科研，壁
画上动不了的‘飞天’，在元宇宙里可以尽
情歌舞。”

与敦煌一样闪耀世界文化舞台的，还有
历史悠久的灌溉工程遗产。中国是灌溉文明
古国，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 30 处，

《流淌千年的治水智慧》介绍了这些历史遗产
的前世今生。

滚滚岷江水携沙石巨浪一路翻卷、咆
哮，冲出群山。然而，奔袭到中流，却猛地
收住脚，温驯地注入成都平原，向着沃野良
田汩汩而去。“收服”这条狂躁大江的，正是
都江堰。

都江堰渠首枢纽工程位于四川省都江堰
市，始建于战国时期。历经2000多年岁月砥
砺，都江堰的巨大效益一直延续至今。都江
堰水利工程的科学性为世人所称道。“深淘
滩，低作堰”“分四六，平潦旱”“乘势利
导，因时制宜”……这些历代传承的治水理
念，是前人不懈求索而得，即便置于今天也
极具价值。

宏伟工程可以承载文明与智慧，方寸之
间也可凝聚文化与艺术。《“国家名片”里的
中国故事》讲述了小邮票背后的大乾坤。

邮票不仅仅是寄托牵挂的“邮资凭证”，

也可以当作获取知识的“百科全书”，成为稀
有罕见的“艺术品”“收藏品”。 2009 年 9
月，中国发行了首套多媒体邮票 《唐诗三百
首》，用当时最先进的雕刻制版印刷技术，将

《唐诗三百首》 约 2.5万字悉数镌刻在一版邮
票之内，雕刻的每个字都可以如同碑刻一样
被触摸到。

邮票在国际舞台上同样广受关注。中国
邮票题材对国际邮票发行产生了较大影响。
很多国家吸取了中国生肖概念发行邮票，据
统计，全球约有 130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过
3500多种生肖邮票，扩大了中国生肖文化的
影响力。

记录筑梦逐梦历程

2022年，中国梦提出10周年。在奋进的
中国，每一个人都是追梦人。《中国故事》版
记录下一个个筑梦逐梦的故事，向世界展现
奋发昂扬的中国。

今年 2 月，一群孩子穿着虎头衣、虎头
鞋登上了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舞台，用
希腊语唱起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歌
声宛如天籁，惊艳四方。这群孩子是来自河
北省阜平县的马兰花童声合唱团。《孩子们梦
想开始的地方》 讲述了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
故事。

歌声飞向世界，梦想源自大山。2020年
初，阜平县脱贫了，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
他们希望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上，把
山区孩子发自内心的快乐展现给世界。

合唱团刚开始集中训练时，孩子们普遍
没有自信，训练过程困难重重。为尽快提高
孩子们的合唱水平，河北保定学院音乐舞蹈
学院委派了四位老师加入指导团队。为了纠
正孩子们咬字前后鼻音不分的问题，老师们
先教大家说绕口令，“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
炖我的炖冻豆腐”。“孩子们觉得，‘哇，太好
玩了！学唱歌怎么像学相声一样！’”指导老
师王金山说。就这样，合唱团的孩子们渐渐
爱上了音乐。

梦想无处不在，在大山深处，也在浩瀚
太空。《他们把梦想写在太空》讲述了神舟十
三号航天员逐梦星空的故事。

神舟十三号乘组创造了许多“首次”：航
天员首次在轨驻留 6 个月，首次在太空过春
节……航天员在太空中每一次自信的微笑、
每一个娴熟的动作，背后都是巨大的努力与
付出。

1998 年，翟志刚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
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刻
苦训练。在一次水槽训练时，翟志刚沉到10
米深的水下，不料，气瓶突然漏气。紧急时
刻，他沉着冷静，与潜水员交替共用一个气
嘴，从容游出水面。大家松了一口气。训练
负责人赶忙上前询问翟志刚：“身体怎么
样？”翟志刚自信地说道：“没问题，可以继
续训练。”更换新气瓶后，他再一次沉到水
下，完成了当天全部训练内容。

艰 苦 训 练 、 永 不 言 弃 ， 铸 就 航 天 梦
想。平凡岗位、拼搏奋斗，同样可以让梦
想成真。《“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拥有更广
阔的舞台”》 讲述了大国工匠郑志明的圆
梦故事。

工作台旁，一名工人双眼紧盯前方。“铁
屑搞定！”他长吁口气，抬起头，记者看到他
蓝色安全帽上写着的姓名——郑志明。25年
间，郑志明从钳工学徒成长为大国工匠，他
是广西汽车集团首席技能专家、装备制造技
师，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技术能手、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还曾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等众多荣誉称号。

郑志明对待工作勤奋刻苦、一丝不苟。
干完活，他总要比别人多花时间总结得失；
问题解决了，他还要反复寻找是否还有别的
方法，能不能比上回干得更好……渐渐地，
他练就一手绝活：手工锉削平面，可将零件
尺寸误差控制在0.003毫米以内；手工画线钻
孔，孔的位置度误差能控制在 0.05 毫米以
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粗细的1/20。

筑梦逐梦的故事、文化传承的故事、生
态保护的故事……中国有太多精彩故事可以
与世界分享。2022 年，《中国故事》 版用情
用力讲述美好的中国故事；2023 年，《中国
故事》 版将继续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凝聚同心共圆
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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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塞罕坝机械林场风光塞罕坝机械林场风光。。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金皓原摄摄

图②图②：：白洋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白洋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再现再现
““鸟类天堂鸟类天堂””胜景胜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邢广利摄摄
图③图③：：敦煌石窟考古特展在武汉大学万敦煌石窟考古特展在武汉大学万

林艺术博物馆举行林艺术博物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摄摄

图④图④：：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北京冬奥会开幕前，，马兰花童声马兰花童声
合唱团的孩子们在酒店会议室排练合唱团的孩子们在酒店会议室排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彭子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