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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2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 月 27 日同
法国总统马克龙互
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交60周年。

习 近 平 指 出 ，
60 年前，中法打破
冷战坚冰、跨越阵
营鸿沟，建立大使
级外交关系。这一
历史事件推动世界
格局朝着对话和合
作 的 正 确 方 向 演
变，至今仍具有重
要启示意义。60 年
来，中法始终坚持
独立自主的战略抉
择，始终致力于通
过互利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通过平等
交 流 促 进 文 明 互
鉴、通过多边协调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
战。两国关系创造
多个“第一”、取得
丰硕成果，不仅造
福于两国人民，也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促进世界多极
化和国际关系民主
化发挥重要作用。

习 近 平 强 调 ，
今天的世界再次走
到 关 键 十 字 路 口 。
面对何去何从的时
代 之 问 、 历 史 之
问，中法作为独立
自主大国和联合国
安 理 会 常 任 理 事
国，理应秉持建交
初心，担负责任使
命，共同开辟通向
和 平 、 安 全 、 繁
荣、进步的人类发
展之路。我高度重
视 中 法 关 系 发 展 ，
愿同马克龙总统一
道，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守正
创 新 、 继 往 开 来 ，

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牢固和富有活
力，为增进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龙在贺电中表示，60年前法中建交是富有
远见的历史性决定。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危机，
法中、欧中更加需要携手前行，为应对全球性挑战
找到共同解决方案。2023年是法中关系全面恢复活
力的一年，2024 年将是法中合作更进一步的一年。
我期待同主席先生一道，推进双边经贸、人文、青
年等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不
断深化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积极向上的活力
开启法中关系的新甲子。

敦煌，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鉴过去，也照耀
未来。

80年前，1944年1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习近平
总书记曾指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
石窟近 400 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
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敦煌
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表示了对这座底蕴深厚的
丝路古郡的向往。2019 年 8 月，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调
研，深情地表示，此行实现了一个夙愿。

从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到打造敦煌学研
究的高地；从莫高精神的代代传承，到敦煌文化的发扬
光大……殷殷牵挂、谆谆嘱托，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古
老文脉的深厚情结，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深邃思考。

“敦煌我一直是向往的”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丝路重镇敦煌，多元文明
在此交汇，孕育莫高窟的华光璀璨。

2019年初秋，在甘肃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走进莫高窟第323窟，习近平总书记望向北壁上的一

幅壁画。
“这是张骞。”总书记说，随即又问，“这是什么时代

画的？”
“初唐时期。”负责讲解的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副部

长宋淑霞向总书记介绍。
虽然是第一次走进莫高窟，但是总书记对文物的熟悉

程度令工作人员惊讶和感动。
这种熟悉，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长久以来的一份

情结。
1986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

甘肃调研交流，因时间紧、路途远而没能到敦煌。直到30
多年后说起这段往事，总书记还提到了当时的那份遗憾。

后来，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大
学调研，参观“浙大文库”时，对著名敦煌学家姜亮夫的
学术成就如数家珍。

到中央工作后，2009 年，习近平同志到兰州大学调
研，叮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将敦煌学做
强做大，为国争光”……

“心向往之”的背后，是至为深邃的思考。
翻开史册，河西走廊风云际会，敦煌盛时气象万千。
巍巍大汉，从此处望向长安，数千里路途中 80 余处驿

站，沿途“使者相望于道”，敦煌更是“华戎所交一都会”。
隋唐盛世，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路“总凑敦

煌”，敦煌成为丝路“咽喉之地”，驼铃声声、商贾云集。
穿越千百年的时光，古老的丝路重焕荣光。
2013年9月，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人们不

仅记住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更记住
了这位大国领袖充满感情的话语——

“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
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
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敦煌，在总书记心目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
向首届丝绸之路 （敦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总书记盛赞“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
枢纽”；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总书记谈及古丝绸之路，将敦煌等古城称为“记载这
段历史的‘活化石’”……

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结出果实，逐步成为当今
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时，这位“首倡者”来到
了敦煌。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讲明来意：“当前来讲，又是我们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还是再回到老的丝绸之路
看一看，可以找到很多灵感。”

从厚重历史中汲取智慧，从悠远文明中获得力量。
在敦煌研究院参观学术成果展示时，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幅青绿山水画前驻足良久。
画中，危崖耸立，瀑布倾泻，河流蜿蜒，蔓草垂悬。

旅人行走于山水间，路旁桃李花开，春光明媚。
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告诉总书记，这幅壁画临

摹品取材于莫高窟第217窟，讲述印度高僧佛陀波利两次
来五台山礼佛的故事。这幅青绿山水画，体现着中国传统
的审美精神。

今天，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画作绝大多数已经失传。
这种色彩明快的唐代青绿山水画，是莫高窟为后世留存的
一段珍贵文化记忆。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
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
解未来中国。”在 2023年 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了他珍视文脉的原因所在。

来到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
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在四川眉山三苏祠，感叹

“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走进河
南安阳殷墟遗址，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
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

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
先导和基础。

敦煌情，是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情怀的生动写照，更是
面向未来的深谋远虑——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
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

“保护好是第一位的”

2019年9月29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在雄壮激昂的乐曲声中，满头华发、身形清瘦的樊锦
诗缓步走向授勋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授勋台正中，微笑
着与这位“敦煌的女儿”热情握手。

“听说你们那儿下雨啦？”
“是的，总书记，我们在做相关监测工作。”
治国理政的千头万绪之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如此挂

心敦煌的雨水？
就在此前一个多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

召开座谈会。会上，樊锦诗汇报了一系列可能影响敦煌文

物保护的自然因素，水是其中之一。
“游客目前是否超量了？超负荷情况怎样？”“近年敦

煌下雨多了？”……座谈会上，从游客数量到自然灾害影
响，习近平总书记问得特别细致。散会的时候，总书记又
在门口停住脚步，特意叮嘱大家：“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好是第一位的，旅游是第二位的，不能光盯着门票而追求
经济效益，不能过于商业化。”

樊锦诗一直很感叹：“总书记关心的，都是敦煌当前
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她的每一条溪

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早在河北正定工
作时，习近平同志就曾这样深情告白。

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一幅描绘从正定、太原到五台
山方圆五百里山川风貌的五台山图，勾起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回忆。

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经常走访县志里记载的
古寺、古塔等文保单位。

在隆兴寺调研时，习近平同志看见一块碑，上刻朱熹
题写的“容膝”两字。旁边还有一块隋碑，因为年代太过
久远，很多地方已经风化。

当时，习近平同志对工作人员说，“以后不能拓碑
了，要把朱熹的题字碑封存起来保护好，那块隋碑也封存
起来”。

后来，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还曾前往正定隆兴寺
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留下一段特殊的缘分。

30 多年后，置身莫高窟第 61 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提到这块隋碑，回忆起保护正定历史文物的点点滴滴。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
民负责。”

跨越数十载光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怀着对中华文明
的深厚情感，身体力行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北京中轴线北延、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
馆掩映在青山茂林之中。

2023 年 6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馆内的兰台洞
库。洞库顶部，取材自敦煌唐代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尽显东
方美学神韵。

“盛世修文。”在兰台洞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起这
个词。“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
少”“但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人精心呵护它们，保留下
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一是平安稳定，一是有强烈的民族
文化保护、建设的意愿，再有有这个能力。条件具备了，
那就及时把这件大事办好”。

这又何尝不是对敦煌的寄语？
近400年无人管理，历经战乱、偷盗、破坏……走过

无数个日升月落，历经多少次九死一生，敦煌石窟才终于
来到今天，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明珠拂尘、重现光彩。

在敦煌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行走在莫高窟窟区。洞
窟外加固后的崖体，与周边风貌浑然一体。

赵声良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上世纪 60 年代初，在
国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中央拨出巨款开展莫高窟危崖加
固工程，抢救维修了莫高窟。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财政拨
出专款，极大改善了敦煌研究院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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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巩固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
度，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
基础工程，构筑日益强劲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矢志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

2014 年春，五四运动 95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大校园，
在同师生座谈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
的思想道德基础。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24字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
容，凝结为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

为民族复兴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
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
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
扬起来”。

有价值才能凝聚力量，有力量才能追寻梦想。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

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包含民族精神
与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成
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

为民族复兴提供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
院参观考察时指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
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既是个人之德，也是一种大德，即国
家之德、社会之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之所以越来越清晰可感，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人之德、强党之德、兴国之
德的坚定追求与积极践行。

今天，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
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无本之木，而是有根有源。
2014年 2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丰富滋养。

2014年 3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柏林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
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
国人的行为方式。我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一些重
要内容就是源于中华文化。”

“富强、民主”连通“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的质朴
理想；

“公正、法治”汲取“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崇
法思想； （下转第二版）

习 近 平 的 敦 煌 情

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六

“雪龙2”号在新西兰举行开放日活动

近日，位于江苏省内的龙潭长江大桥正在加紧进行钢箱梁吊装施工。龙潭长江大桥为主
跨1560米的钢箱梁悬索桥，全桥共110个节段，目前已经完成57个节段钢箱梁吊装。大桥建
成后，将进一步助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优化过江通道布局，完善高速公路网络。

图为龙潭长江大桥正在进行钢箱梁吊装施工。 徐 琦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雪龙2”号1月28日电（记者
周圆、卢怀谦） 正在执行中国第40次南极考
察任务的“雪龙 2”号 28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
彻奇市利特尔顿港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活动欢迎仪
式上表示，南极地区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
生存具有重要影响。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国和新西兰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南极考察、学
术研究以及后勤物流保障等合作，期待双方
在保护和利用南极方面深化交流与合作。

活动当天，当地政界、民众约 400 人登

船参观了“雪龙 2”号。两国南极领域科研
人员还举行了学术研讨会。

此次是“雪龙2”号在本航次中第3次停
靠利特尔顿港。靠港期间，“雪龙2”号还将
进行物资补给、人员轮替等，随后将再度前
往南极罗斯海新站。

中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由自然资源部组
织，依托“雪龙”号、“雪龙2”号和各考察
站开展一系列综合调查和科学研究。南极罗
斯海新站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将于
2月初完成主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