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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新
馆，参观“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等展
陈，了解三星堆遗址发掘历程和古蜀文明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
落成使用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考古工作者表示衷心感
谢和崇高敬意。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
宝的重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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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
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文
化自信，溯源历史、寻脉中华，关心推动考古事业向前
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引前进方向。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
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新石器时代“7000 岁”的陶人面像、二里头遗址绿
松石龙形器、商代象牙杯、周代铜牺尊……

2023年6月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历史研究
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调研，仔细询问最新考古发掘成果。

随后，一场聚焦“文化传承发展”的座谈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凝练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两
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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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传承发展，同考古事业息息相关。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对三年前的一幕记忆犹新。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文化
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

陈星灿向总书记介绍我国考古事业发展情况。
“我当年也是准备学考古的，后来没有学成。”听完

陈星灿的介绍，总书记亲切地说，“考古是花钱的行当，
过去没有钱，现在应该加大投入，把考古工作做好。研
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很重要，要继续深入做下去。”

6天之后，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
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作为讲解人的陈
星灿，又有机会现场聆听总书记的深邃思考——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
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
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

在习近平总书记眼中，考古“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
政治意义的工作”。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文物工作者们至今仍对“四
个一”的故事津津乐道。

1991年3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文物
工作现场办公会，确定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当年福州
市要办好7件实事。由这7件实事衍生出“四个一”——一
个局、一个队、一颗印、一百万元。

在全国率先成立市级文物管理局，建立考古队，要
求城建项目立项需加盖市文管会印章，决定市财政每年
拨款一百万元作为文物修缮经费并逐年增加，而当时福
州全市经济总量仅为百亿元……

“四个一”的效应惠泽长远。1991年 6月成立的福州
市考古队，30多年来在多个考古领域作出贡献，特别是
在水下考古领域。从西沙水下考古，到“南海一号”沉
船遗址、平潭“碗礁一号”沉船遗址等水下考古调查发
掘现场，都留下他们的身影。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 多年的文
明史……中华大地锦绣河山，滋养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
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长期从事古遗传学研究的“80 后”女科学家付巧
妹，难忘习近平总书记对自己的鼓励与启发。

那是 2020 年 9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科学
家座谈会。付巧妹是发言者之一。

“我的工作是围绕人类古基因组学，从事演化遗传的研
究，也就是通过古DNA探究‘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你们搞明白了吗？”习近平总书记问。
付巧妹答道：“在努力搞明白！”
考古看似冷门，其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在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安排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题
目，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
致信祝贺，在地方考察时关切询问考古工作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成都7月 30日电 （记者
梅常伟）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6日到西部战区空军视察，代表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西部战区空军全
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向全体人民解放
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
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

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加快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坚
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盛夏的成都，满目葱茏，生机勃
勃。上午 10 时 20 分许，习近平来到
西部战区空军机关，了解部队建设和
备战打仗工作有关情况。习近平对西
部战区空军组建以来各项工作和完成
任务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习近平强调，要紧贴任务需要，
适应特殊环境，深入推进军事斗争准
备。要周密组织日常防空，确保空防
安全。要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
战斗力，有机融入作战体系。要统筹
航空兵部队和地导、雷达、电子对抗等
部队发展，推动作战能力整体提升。
要坚持不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
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课
目专攻精练，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
军党的建设会议精神，确保党从思想
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要扭
住高层党委，坚持以上率下、从严要
求，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能力，把
党委班子自身建设搞过硬。要高度重
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
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
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坚
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压紧压实各级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把正风肃纪反腐不
断向纵深推进。要落实党中央和中央
军委部署要求，抓好部队主题教育，坚
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把问
题整改贯穿始终，在解决一个个问题中
推动工作落实，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

何卫东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八一前夕视察西部战区空军时强调

加 快 提 高 部 队 现 代 化 水 平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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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由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的 《中国
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重要文献集收入中国共产
党自 1921 年 7 月成立至 2022 年 10
月二十大召开期间关于军事工作的
重要文献共 119 篇。其中，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同志的文稿98篇；中国共产党重要
会议的文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议、决定、
建议、意见、指示、命令、通知和
颁布发表的法律、条例、白皮书等
21 篇。部分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
表。文献集分为三卷：第一卷收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的文献，第二卷收入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的文献，第三卷收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献。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
安。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
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
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
相结合，创建和培育了人民军队，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军事理论成果。人民军队在党的旗
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
原则，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
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
勋，成为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

尊严的坚强柱石，成为维护地区和
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
献选编》全面回顾和总结百年来党
的军事工作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系统反映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
丰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推进强军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和官兵深刻
认识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
极端重要性，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
意义。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
献选编》主要篇目介绍见第三、五版）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出版发行《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出版发行

7 月 25 日至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
发表的重要讲话，既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提出明确
要求，也为各行各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明方向。

大家表示，新时代阔步新征程，要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守护中华文脉，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守护：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古蜀道上，翠云廊中，千年古柏诉说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愿景追求，蕴含着中国人的生态智慧。

“在古蜀道翠云廊，习近平总书记屡屡驻足、详细
询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元市蜀道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蔡东洲说，“当前古柏群保护进入了
最好时期，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注入了信
心与动力。下一步，我们将拓展科研团队，加强跨学科研
究，为当地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提供更加全面的
支撑，不断擦亮翠云廊这张生态文明名片。”

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
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让四川省广元市委书
记何树平备受鼓舞：“近年来，我们围绕‘林长制’实
施了一系列措施，干部群众植树、护树、爱树的积极
性不断提高。我们将认真落实好总书记的要求，不断
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在此基础上，传
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文物古迹保护和活化利
用，不断彰显生态价值优势和文化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汉江流域生态保护。7 月
29 日，在返京途中，习近平总书记走下列车，来到汉
中市考察。

“总书记的到来更加坚定了我们汉中水利人守好源
头水、建设‘幸福园’的决心。”陕西省汉中市水利局

干部刘庭均表示，“作为一名基层水利工作者，我将和
同事们落实好总书记要求，促进生态保护同生产生活
相互融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在汉中考察流域生态保护，在四川强调筑牢长江
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对江河的关注，令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贵台镇总河长、镇党委
书记利远远深有感触。

“一条河流绵延不绝，关系周边生态系统和谐，关
系沿河人民群众福祉。”利远远说，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常态化加强河流保护与治理，让更多老百姓
共享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红利。

夏日的塞罕坝，林海苍翠连绵。眼下，塞罕坝机
械林场保护地管理科科员孙朝辉正忙着开展野生动植
物监测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指明了方向。”长期从事湿地管理保护工作的孙朝
辉更加坚定了信心，“我们一定要传承好绿色发展的接
力棒，切实把塞罕坝 60多年来接续奋斗的重要成果抚
育好、管理好、保障好，让塞罕坝的绿色成为美丽中
国建设中的亮丽一笔。”

传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文化内涵

四川广汉，缓缓流淌的鸭子河滋养辉煌灿烂的三
星堆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

“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
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总书记高度肯定、十分关心三星堆遗址发掘和文
物保护修复工作，让我们备感振奋。”现场聆听了总书记
重要讲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三星堆遗址
考古发掘总领队唐飞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推进三星堆传统修复技艺和现代科技融合发
展，发扬工匠精神，久久为功，努力把文物保护修复
这项长期任务做出更大成绩。” （下转第四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心 考 古 的 故 事

开 创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局 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激扬广大干部群众奋进力量

一只从历史深处飞来的“太阳神鸟”，点燃了成都的
盛夏之夜。古老的锦官城，与一场青春的盛会热情相拥。

7月28日晚，成都大运会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现场，见证“成都成就梦想”的高光时刻。

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意象，融入整场开幕
式，惊艳世人：穿越三千年时空，“神鸟”翩然而至、
灵动旋转，十二道金芒闪耀，礼花绽放夜空，圣火熊
熊燃烧……成都，以巴蜀文化特有的语言，抒发着向光
明、向未来的美好祝愿。

在中国西部首次举办的世界性综合运动会上，人们
又打开了一扇读懂“何以中国”的窗口。

与此同时，成都往北，广汉鸭子河畔，“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上新了。

26 日下午，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祝贺三星堆博物
馆新馆落成使用。

走进博物馆展厅，犹如走进一个天马行空的梦幻世界。
“通天神树”上，金乌栖息、游龙蜿蜒；青铜纵目面

具，凸眼巨耳、神秘庄严；青铜鸟足神像，头顶尊、手撑
罍、脚踏鸟；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头像，聚成气势恢宏的

“方阵”……
展厅里，总书记频频驻足，有时看完正面，还缓步绕

着展柜，察看文物的不同侧面细节，赞叹“现代人也没有
这种想象力、创造力”。

器以藏礼，物以载道。凝视着这些熠熠生辉的不朽
造物，如何不令人思接千载。

它们来自哪里？
向总书记讲解的考古专家笃定地说：“这些文物都

是从长江、黄河流域文明母体中脱胎而来的，是古蜀先
民创新创造的成果，有他们对‘天地人神’的奇绝想象和
精神信仰，亦有深受夏商文化影响的清晰印记。”

“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
程”，考古之于探寻文明根脉的意义，总书记看得很重。

青铜时代的风，轻拂过这片土地，也吹过山河万里。
三星堆，正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星辰，正是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

“看过以后民族自豪感倍增，五千年中华文明啊，而
且更期待着更长的中华文明的发现发掘。”总书记说。

“何以中国”的答案，在物，亦在人。
打小在三星堆遗址旁长大，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已经

39 年的“大国工匠”郭汉中，目光沉静、言语朴实：自己
“只会干这个”。

为受损文物检测分析，使用传统工具进行矫形，测算
残缺部分进行补配……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
里，郭汉中细细向总书记讲述一个神坛底座的修复过程。

“很复杂啊！你修复这一件要多长时间？”总书记问。
“至少得一年。”郭汉中答道。
当下，三星堆还有上万件新出土文物有待保护修

复。这项工作，需要“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又要“凝神屏
息”的细致耐心。

“这个工作不容易！发扬慢工出细活的精神，慢慢
来，久久为功，搞成一件是一件。谢谢你们为文物保护作
出的贡献。”总书记语含深情。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若无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手铲
释天书”的接力传承，若无一代代文物保护者“甘坐冷板
凳”的悉心呵护，何来文明瑰宝呈现于世、传于后人。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
的东西。”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
精神。只有深入认识古代之中国，才能深刻理解现代之
中国，方能不断创造未来之中国。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文明之路绵延不绝。
此次，总书记乘坐高铁入川。过中原、进关中，穿秦

岭、越巴山，列车风驰电掣的路线，大致就是沿着古蜀道
的走向。

25 日下午，考察第一站，总书记来到位于剑门雄关
附近的翠云廊。

这段古蜀道，之所以有如此诗意的名字，正是由
于“衔空三百里，一色郁青苍”的奇观——长达300余
里的古道两旁，竟植有古柏12000余株。

沿着古道，凝望动辄上千年、甚至两千多年的古
柏，令人不禁遥想秦关汉月、唐风宋韵，回味那些中
国人津津乐道的传说故事和朗朗上口的诗句名篇。

古道和古柏，相伴而存；自然与人文，相映成辉。
置身其中，总会好奇：这些古柏究竟何人所植？

（下转第五版）

从总书记四川之行读懂“何以中国”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施雨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