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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
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

两个多月来，各地各有关部门结合自身工
作，以实际行动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推出大型通俗电视理
论节目 《中国智慧中国行》，宣传阐释“两个结
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网络播放量超过 6.4
亿。此外，还举办文化传承发展系列优秀节目展
播，组织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和互联网电视集成平
台在首页首屏开设“文化传承发展”专题专区，集纳
播出文化传承类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加大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关题材节目的译配支持，助力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听作品远播海外。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
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金面具、青铜神坛、青铜骑兽顶尊人像……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新馆里，一件件精美的出土文
物令人目不暇接。

7 月 27 日试运行以来，数百件新出土“重
器”首次展出、AI 算法实现文物复原、裸眼 3D
还原考古“方舱”……新馆全面提升观展体验，
开启历史文化盛宴。“我们在突出视觉冲击力的同
时，力求更好呈现文物背后的故事，让观众感受
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三星堆博
物馆副馆长朱亚蓉说。

暑假期间，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游人如
织。打开手机扫码识别，游客就能通过虚拟空间
和实景体验相结合的数字化游览方式，穿越历史
时空，走进峥嵘岁月……

通过不断创新博物馆红色资源的打开方式，
厚重的历史受到更多年轻游客青睐。“我们要运用

好红色资源，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井冈山的红色历
史，在旅游中感悟井冈山精神，涵养文化自信。”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袁海晓说。

随着动画电影 《长安三万里》 热映，古诗词
热再度升温。有“中华诗城”之称的重庆奉节，
正大力推进城市建设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利用文
化景观石、地面投影等，让诗词文化以更加生动
活泼的方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秉持开放包
容，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

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里，一尊身着青绿
盛装的陶壶在聚光灯下耀眼夺目，述说着合浦作
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港的悠久历史和繁
华盛景。展厅内，琳琅满目的“海丝遗珍”吸引
游客目光，其中有不少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
和地中海地区。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林娟介绍，为了更
好展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博物馆正积极利
用现代动漫技术让文物“活”起来，以更富时代气息
的展陈方式让人们体悟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

夜幕降临，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古老的长城
关流光溢彩，充满西域风情的胡旋舞尽显丝绸之
路上的文化交融之美，引得游客流连忘返。

盐池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李月新表示，以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当地深挖文化内
涵，创作推出 《盐州胡旋》 实景演出。“下一步，
我们将以长城旅游廊道为载体，打造长城徒步、自
行车、自驾车等体育休闲赛事活动。”李月新说。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守正创
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一幅幅精美的画作纳山河万景，一个个生动
的卷轴展水墨丹青。这个夏天里，参观者们走进
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浙江杭州、宁波、嘉兴等地
的博物馆、美术馆，感受“盛世修典——‘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带来的中华文化之风。
为进一步做好“大系”及其他名画的研究普

及工作，中国美术学院创办期刊《读画》，邀请美
术史专业人士、画家对传世中国古代至近现代优
秀绘画作品进行鉴赏研究，多方位挖掘历代绘画
的文化价值。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刘香兰最近又接到不少新订单。今年 6 月底在澳
门开幕的“根与魂——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上，她将一根根彩色纱线织成精美的黎锦，
一展非遗风采。“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需要一代代
人的努力，希望通过这次展演让更多人看见黎
锦、爱上黎锦。”刘香兰说。

展演活动是海南推动非遗“走出去”和文旅
深度融合的又一举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厅长李辉卫说，海南将加大非遗传承普及力
度，让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光彩。

走进西藏唐卡画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藏族唐卡勉萨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贡觉杰，
正带着学生一起创作。《冈仁波齐风光》《四季
花》 等新题材唐卡让人眼前一亮，细腻笔触生动
呈现出雪域高原大美风光。

“唐卡绘制不仅要继承传统技艺，还要注重时
代创新。”贡觉杰表示，他会继续创作新唐卡，让
传统技艺在传承发展中绽放新活力。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作家活
动周、全国文学报刊主编论坛……7 月以来，中
国作协在各地接连举办系列活动，鼓励和号召广
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好中国故事，推
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我们要以‘当代之笔’赓续中华文脉，描绘新
时代的文学风景，努力攀登文学高峰，更好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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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昆山市充分发挥党员、志愿者、环卫管理人员、城管执法人
员等群体力量，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图为日前周市镇朱
家湾村村委会党员干部入户宣传垃圾分类办法。 李国栋摄

8月17日，第十届中国西
部文化产业博览会、2023 西
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
在陕西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本届西部文博会以“激
发产业新动能 书写协作新篇
章”为主题，设置了交流合
作馆、产业成果馆、数字文
化馆、文旅融合馆、文化创
意馆五大展馆和旅游出行装
备室外展区，集中展示文旅
发展新成果。

图为参观者在产业成果
馆商洛展区了解特色商品。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摄

新华社北京8月 17日电 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崇高职业精
神、伟大抗疫精神、中国医疗队精神，
在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和第
六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
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2023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丁樱、刘永生、李燕明、张颖
惠、陈峰、邵志敏、索朗片多、康
敏、梁宗安等9名个人和中国援外医
疗队光荣入选。他们中有的带动全县
千名医务工作者成立志愿者服务队长
期奉献社区乡村；有的带领医护团队
迎难而上救治新冠危重症患者；有的
不断提升护理工作精细化水平，成立
特色护理亚专业；有的放弃国外优厚

待遇毅然回国，带领团队大幅提升乳
腺癌患者生存率；有的援外抗疫，毫
无保留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他们的
身上，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价值理念，反映了一代代医疗
卫生工作者传承红色基因、增进人类
健康、以医者仁心书写护佑生命的动
人篇章。

青年医务工作者表示，要以这些
前辈为榜样，不断修医德、行仁术，
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在
健康中国建设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懈奋斗。

据悉，2023 年“最美医生”发
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

前爪轻轻挠挠肚子，慢悠悠地翻身起来，
转着圆滚滚、胖乎乎的脑袋望望四周……在位
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
河片区内，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记录下了野
生大熊猫生活的真实画面。

大熊猫国家公园于 2021 年 10 月正式设
立，地跨川陕甘三省，总面积约 2.2 万平方公
里。7月25日，四川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
护管理的决定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条例，7
月 27 日、28 日，甘肃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陕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又相继通过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
护管理的决定。如今，川陕甘三省以“四川条
例+三省决定”的形式，携手建好大熊猫国家
公园。

立足实际 完善保护措施

四川省荥经县的山林，漫山翠竹，溪流拍石。
进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片区龙苍沟区域

后，一条曲折的公路在崇山峻岭间延伸开来，
颠簸中行车至道路尽头，除了几处科研管理用
房和野化放归适应圈的金属网外，已然看不到
其他人类活动的痕迹。这里便是四川大相岭大
熊猫野化放归研究基地。

指着一片山林，四川大相岭大熊猫野化放
归研究基地巡护员宋心强说：“这片野化放归
区域，面积约3000亩，除了对大熊猫进行必要
保护之外，其内部环境与大熊猫的野外生存环
境几乎没有差别。大熊猫在完成前期野化训练
后，在这里对野外环境进行适应。”

此前，108 国道从大相岭泥巴山区域贯穿
而过，国道两侧植被破坏严重，加之长期受沿
途采笋、放牧等人类活动影响，大相岭大熊猫

栖息地零星散落。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
片区在泥巴山大熊猫廊道 108国道沿线，通过
设置样方，进行主食竹更新、生物多样性等相
关监测，积极开展廊道栖息地恢复工作，加强
廊道保护管理。

对此，本次协同立法也给予了明确回应，
如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大熊猫的保护，采取以
下措施促进其种群繁衍壮大：开展生态廊道建
设、栖息地修复，提高不同栖息地斑块间的连
通性；统筹推进生态廊道连通等重大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等。

统一尺度 形成保护合力

密林苍翠、虫鸣阵阵。一支巡护队从大熊
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出发，开启了一场为期3
天的跨省域野外巡护活动。他们的目的地为位
于甘肃省境内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

今年 5月，川陕甘三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
理机构共同组织了一场跨省域的野外巡护活
动。路线涉及甘肃省的陇南市武都区、文县，
四川省的青川县、平武县、九寨沟县，陕西省
的宁强县等地。

“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野外巡护，跨省域
的协作十分重要。”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
区巡护员肖飞说，此前，川陕甘三省管理机构
对国家公园的巡护以行政区划为界，这样容易
缺少对毗邻地区的巡护投入，而野生大熊猫活
动的区域一般在高海拔的山脊密林，往往就处
于行政区域的毗邻地区。对此，三省决定作出
规定：“三省建立联合巡护、联合执法机制”。

翻阅四川条例和三省决定，可以看出，不
只是联合巡护，川陕甘还在统一规划、统一保
护、统一管理等方面作出一系列规定，如“三
省人民政府及毗邻地区同级人民政府要共同建

立工作协调机制”“实施科研一体化建设”“共同
推进文化建设”“健全落实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系统治理 提升保护质效

盛夏7月，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巡护队
又一次走进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

“在今年 5 月的川陕甘三省联合巡护行动
中，我们发现了羚牛、川金丝猴、毛冠鹿等珍
稀野生动物留下的痕迹，以及虾脊兰、杓兰等
珍稀兰科植物，区域内动植物种类丰富，生态
环境良好。”一名巡护队员说。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不仅仅是保护大熊
猫，也是首次以“伞护物种”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如果将保护大熊猫比作是在自然界中撑起
的一把“保护伞”，那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

“伞”下，众多珍稀动植物将得到更好的呵护。
调查显示，2020年至今，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
区野生脊椎动物由258种增加至342种……

此次协同立法，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整体生
态系统保护作出了规定：“大熊猫国家公园主
要保护对象包括：（一） 大熊猫及其栖息地，
以及同域分布的野生动植物；（二） 森林、草
原 、 湿 地 、 河 流 、 冰 川 等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

（三） 独特的自然景观、地质地貌，以及历史
文化遗迹……”

完整全面保护凸显的是系统观念，是三省
坚持统筹推进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不断
提升保护质效。

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片区的入口社
区，此前龙苍沟农民“靠山吃山”，伐木、采
笋等破坏大熊猫栖息环境的行为屡见不鲜。在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立后，龙苍沟通过发展“大
熊猫”主题旅游，努力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破
坏环境的行为也基本消失。

四川、陕西、甘肃开展区域协同立法——

携手建好大熊猫国家公园
本报记者 金 歆

四川、陕西、甘肃开展区域协同立法——

携手建好大熊猫国家公园
本报记者 金 歆

中国西部文博会在西安举行中国西部文博会在西安举行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联合发布2023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近年来，浙江省平湖市将基层一线作为培养年轻干部的“主课堂”，通
过“农秀才”“土专家”现身说法，开展实地培训，实现学用成果转化。图为
近日当湖街道年轻干部前往西瓜种植基地调研。 张翔宇摄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000万人次

本报西双版纳8月 17日电 （记
者叶传增） 8 月 16 日 13 时 19 分，万
象至昆明南的 D888 次国际旅客列车
稳稳地停靠在磨憨站 3 站台；4 分钟
后，昆明南至万象的 D887 次国际旅
客列车从磨憨站1站台缓缓驶出。这
已是“复兴号”“澜沧号”动车组在
磨憨站的第126次“相遇”。

磨憨站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磨憨经济开发区，是矗立在中

（国） 老 （挝） 边境、中老铁路全线
最大的车站。每天，磨憨站列车川流
不息，人员频繁来往，一派繁忙景
象。特别是今年4月13日中老铁路国
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已有 53 个国
家和地区的 5.3万名旅客乘坐动车从

磨憨站实现跨境旅行。
中老铁路自 2021 年 12 月 3 日开

通运营以来，中老两国铁路部门坚持
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目标，切
实把中老铁路维护好、运营好，倾力
打造中老人民的发展路、幸福路、友
谊路。截至8月16日，中老铁路累计
发送旅客 2009 万人次，其中国内段
发送旅客 1709 万人次，国外段发送
旅客300万人次，有效促进了口岸经
济、跨境旅游、人文交流等，为推动
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深化中老命运共
同体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老铁路自北向南串起中国西双
版纳、老挝琅勃拉邦等“明珠”，是
纵贯中国与东南亚的黄金旅游通道。

本报拉萨8月 17日电 （记者袁
泉） 记者从西藏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近五年来，西藏累计开展各
类考古调查发掘项目 130 个，其中主
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37个，抢救
性考古发掘项目16个，配合基本建设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项目77个。

据介绍，通过一系列文物考古工
作，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构建迈出
了新步伐。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通
过对西藏西北部高海拔区域那曲、阿
里开展的一系列探寻旧石器时代遗存
的考古调查，在广袤的“无人区”发
现了大量的地表石器采集点、洞穴遗
址、古湖滨营地遗存等，从第四纪地
质地貌信息、石器类型特征两个方面
为高原上存在早期人类活动提供了线
索。早期金属时代考古方面，西藏地
区组织开展了格布赛鲁墓地、曲踏墓
地、桑达隆果墓地、故如甲木墓地等

遗迹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类型丰
富，文化面貌复杂多样，成为进一
步探索西藏地方考古学文化发展及
早期社会复杂化的新依据。夏达错
遗址、玛不错遗址、拉颇遗址、当
雄墓地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打制石
器、磨制石针、骨器、陶器、黑白围
棋子、雄狮朱雀纹金耳勺、青金石等
为展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历史时期考
古方面，对以藏东吐蕃摩崖造像、拉
萨协山谷摩崖造像、帕当巴寺、夏鲁
寺等历史时期文化遗存的考古调查与
研究，有力证明了西藏自古就是伟大
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
府有效治理西藏的历史事实。此外，
对“南亚廊道”等交通路线的考古调
查，进一步深化了对历史时期西藏与
祖国内地及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
化交流的认识。

西藏：

近五年共开展考古调查发掘项目13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