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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日前韩国首届筷
子节圆满成功，中日韩三国专家在
韩国举办研讨会，决定共同为筷子
申遗。此举引发网民热议，有人觉
得“很无聊”。

说 起 筷 子 ， 我 们 再 熟 悉 不 过
了，它是十多亿人每天吃饭必备的
工具。而“世界遗产”，是指人类濒
危的、需要保护的文明形态和介
质。把使用广泛的筷子，同“世界
遗产”联系起来，的确让人有些难
以理解。应该说，筷子本身并不稀
罕，更算不上遗产，但附着在筷子
上的“筷子文化”，却很有遗产价
值。

西方学者埃利亚斯在探讨“文
明的进程”时，为什么首先从刀叉
等西方饮食工具说起？因为饮食的
工具、方式和礼仪是人类最鲜明的
文明符号之一。与西方不同的是，
历史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
家选择了筷子。它更含蓄、中庸，
注重从食物外部夹取，强调共享、
礼让与和谐，呈现的是影响深远的
儒家伦理。而这恰恰在过去几十年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被当做
糟粕对待，因此，现在迫切需要保护和继承。

中国是儒家文化发源地，也是筷子文化之国。还
记得 《舌尖上的中国》 里，母亲手里那一双蘸满温情
的筷子吗？老人用筷尖蘸上酱油点进婴儿嘴中，人生滋
味从筷尖开始；爸爸抓住儿子夹菜的筷子，让长辈先吃
的饭桌礼仪，是几千年来尊老敬老的传统；除夕叫上
空巢老人团圆过节，“多个人多双筷子”的质朴语言，映
射的是邻里守望的温馨……一双小小的筷子，承载着十
多亿人的民族文化和情感接续。我们不应只局限于本国
以及“筷子文化圈”，应该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宽阔视野下
去审视和定位。

不要轻看了筷子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稍加留心会
发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能正确使用筷子，夹取上
的蹩脚，礼仪上的荒疏，乃至“三长两短”地摆筷
子、“一柱擎天”地把筷子插放之类的不知禁忌随处可
见。更多的人只看到筷子的工具属性，却忽略了它厚
重的文化内涵。如果连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都不去用心
重视和继承，筷子文化就很可能渐行渐远，逐渐被遗
失在经济全球化的滚滚车轮之后。

“莫道筷箸小，日日伴君餐；千年甘苦史，尽在双筷
间。”古老东方文化无远弗届，需要许多物质上的承载，
筷子就是一种很好的介质。此次中日韩三国专家摈弃门
户之见，共同推动筷子申遗，是一次文化合作，也是一种
文化传承。不论申遗最终能否
成功，至少它引发了一场有关
筷子的热烈讨论、广泛关注和
深刻思考，具有其特定的积极
意义。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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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沪昆高铁云南段、云
桂铁路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2016 年 云 南 将 迈 入 高 铁 时
代。近日，昆明铁路局新招聘
的207名高铁“动哥动姐”在
经历为期半个月的培训后，登
上列车跟车实训，全力打造高
素质的“动哥动姐”队伍。

胡 超摄 （新华社发）

11月26日，江苏大学志
愿者向农民工传授互联网订
购春运车票技能。

当天是2016年春运火车
票预售期的第一天，各地爱
心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帮助
外来务工人员购票返乡。

石玉成摄
（新华社发）

“手续少了，办事快了，再也不用愁发票
了！我对你们真心表示感谢！”11 月 23 日上
午，个体户陈桂芳握着办税服务大厅工作人
员的手表达感谢，今天她体验到了“免填单”
系统的便捷与高效。针对纳税人反映强烈的
多头跑、上下跑、排队难、填表烦等问题，河
南省永城市国税局本着简政放权的原则，对
业务流程进行再造，全面推行“一窗通办”、

“免填单”等服务措施，实现了“走进一个厅，
只在一个窗，办完一切事”的服务目标，打通
了纳税服务“最后一公里”。

长期以来，永城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
强化内部管理，梳理办税流程，优化服务措
施，想“盼”问“需”解“急”，实现纳税咨
询、登记办理、发票领用等事项全面提
速。有一次，一家企业办理完税务登记后
不知道怎么建账，办税服务厅副主任卢坤
便主动利用休息时间义务帮助该企业建
账，从怎样编制会计凭证到怎样设立会计
科目等，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企业负责
人要请吃顿便饭，被卢坤婉拒。

见微知著，在永城国税人看来，便民办
税从来不是一项死板的任务，而是推动科学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永城国
税用行动塑造了窗口形象，优化了永城市
经济发展软环境。

“茶叶之路”曾是一条中国连
接俄罗斯乃至欧洲腹地的重要古
商道，源于中国福建武夷山产茶
区，途经蒙古高原、俄罗斯腹地
莫斯科直至圣彼得堡。如今，中
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蒙古
国提出“草原之路”倡议，俄罗
斯提出“欧亚大通道”战略，这
些重大战略为重振万里茶道“大
动脉”创造新机遇。

“万里茶道”旅游渐热

“400多年前，万里茶道从福建出发，因沟通中俄蒙三
国（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世纪动脉’的身份而被全世界
瞩目。”24日，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长陈奕辉在“内蒙古旅游
万里巡回展——福州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早在 2009 年，中俄蒙三国开始研讨“茶路之旅”规
划。“真正将‘中俄蒙万里茶道旅游’项目系统规划并着手
落实是在 2014年 11月，以中国内蒙古为纽带，三国建立
旅游联席会议机制，共同启动‘草原丝绸之路’旅游线
路。”内蒙古旅游局副局长郭丽萍介绍道。

“满洲里—西伯利亚号”茶叶之路中俄跨境专列旅
游就是其中之一，专列由中国最大陆路口岸内蒙古满洲
里出境，沿跨欧亚大铁路，横跨西伯利亚，穿越俄罗斯
三个城市，最终抵达伊尔库茨克，全程往返8天，行程
3500多公里。

回想起此前“茶路之旅”的王先生表示，我们参观俄
罗斯当地的旅游景区以及与茶叶之路相关的博物馆遗址

等。沿途不但可以欣赏俄罗斯美丽的自然风光，领略迷人
的异域风情，还体验了古老茶道上的异国茶道，感受活跃
了三个多世纪的重要古商道。

三国互动“走活”茶路

2015年夏天，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的共计 200名
青少年来到内蒙古开启草原之旅，并与当地青少年
进行交流联谊，感受“茶叶之路”沿途风俗。

只有9岁的索尔达托娃是活动中最小的“使者”，
“我喜欢这里的风景，更喜欢这里的朋友，因为他们
会带着我游玩并给我讲述蒙古族的故事。”索尔达托
娃说，“我希望今后可以通过‘茶叶之路’更多地与这
里的朋友互相见面和交流，并重新在这条路上建立
起属于我们‘未来的友谊’。”

在不久前举办的首届中蒙博览会上，“茶叶之
路”沿线城市还首次公开相聚在一起，共同倡议建立

“中俄蒙万里茶道旅游联盟”，并随后签署协议。协议
规定，三国将就“万里茶道旅游”开展多方面合作，打
造万里茶道为“无国界旅游目的地”。

二连浩特是中国对蒙最大陆路
口岸，该市旅游局副局长王丹阳说：

“只有通过旅游这种方式把这条路
重新走‘活’了，才有可能挖掘古老
茶叶之路所蕴含的文化资源以及促
进茶叶之路沿线地区的文化交流和
经贸往来。”

陈奕辉告诉记者：“福建是万里
茶道的发源地，它不仅是陆上的万

里茶道，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点，而内蒙古是通
往俄罗斯和蒙古国乃至欧洲腹地的一个重要节点地区，
如今我们已签署《中俄蒙‘万里茶道’旅游联盟协议》，下
一步将更加助力‘万里茶道’游。”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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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中俄蒙“世纪动脉”
张 玮 杨苏文 乌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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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首批高铁“动哥动姐”进入实训

新 闻 点 击

爱心助外来务工者“购票”返乡

图为大量经版

图为德格印经院内景

图为德格印经院外景

图为“万里茶道”路线图

11 月 26 日，在北京市
西城区新街口玉桃园书香
驿站，社区居民正在交流
阅读心得。居民将书籍捐
给社区里的书香驿站，大
家都可以在此免费阅读。
据悉，北京市西城区明年
将在全区有条件的社区推
广书香驿站模式，实现 261
个社区全覆盖。

徐 烨摄 （人民图片）

四川省继“蜀道”、“古蜀文明遗址”等4处遗产成功入选《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之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藏

族文化宝库”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印经院，也向世界文化遗产发起

冲击。四川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德格印经院申遗工作推进会暨

专家论证会”已于近日召开，会上宣布德格印经院申遗工作正式启

动，其首要目标就是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事 件
新 闻

“文化宝库”十分珍贵

德格印经院位于甘孜州德格县更庆镇中
心。印经院文物管理局局长充扎指出，印经院
1729 年由德格第 12 代土司却吉登巴泽仁创建，
经过 3 代土司、费时 27 年，才建成了 3 楼 1 底、
建筑面积达到 5450平方米的印经院。这座高大
雄伟、古朴庄严的典型藏式密梁平顶土木结构
建筑，分为藏版库、晒经楼、洗版平台、佛殿
等区域。民族特色浓郁的寺庙建筑与塑像，也
表现出了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审美情趣和高超
技艺。而印经院经堂内外近千平方米的古壁
画，则代表了“噶玛噶孜”画派的最高艺术成
就和风格特点。

德格印经院最珍贵之处，是保存了已入选联合国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藏族雕版印刷
技艺”雕刻的藏文典籍经版 32 万多块和大量藏画版。
它们涵盖了70%以上的藏文化典籍，包括佛教经典、医
学、哲学、天文历算等，藏书的数量和种类居我国藏

区三大印经院之首。充扎透露，藏版库里经过复杂细
致的防腐、防裂等技术处理的经版，历经近300年，仍
然没有虫蛀和变形，并且至今仍在使用。

“申遗环节”更加严苛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和文物
保护规划专家组副研究员朱小南透露，
四川省文物局在 2004 年初就已经组织
考古、建筑、藏传佛教、民族历史等相关
专家前往德格，并分工编写世遗申报文
本。然而 2008年初刚编好文本初稿，就
遭遇“5·12”汶川特大地震，四川省文物
局所有工作均转向抗震救灾和灾后重
建。直到今年 11月，德格印经院申遗才
重新启动。而 7 年之后，申遗将面临更
严苛的申报环节。

世遗委员会的申报操作指南每两
年就会推出新版。从 2008 年至今，仅
操作指南的章节就从 9 章增加到了 11
章。朱小南表示，很多国家申报世
遗，往往因为申报文本的不规范，便
折戟沉沙。因此，德格印经院要申报

世遗，申报文本必须全部重新编写。此外，从
2000 年开始，为考量申报方保护文化遗产的决
心，必须提前向世遗委员会提交保护规划，而
这就需要专门的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编制。
最后，申报方还要对遗产周围影响视觉效果的
建筑和环境进行整治，并争取能够纳入中国的
世遗预备名单。

“时机成熟”争取成功

德格印经院 1996 年已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时任国际古迹遗址保护
协会副主席、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处长的郭旃
专程前往印经院探访，这位曾成功推动布达拉宫
成功申遗的专家感叹，德格印经院是一座藏族文

化的宝库，具有申报世遗的条件。
《世界遗产名录》 的文化遗产项目有 6大标准，而

提名者至少要符合其中1项：如“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
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能为一种已消逝的
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等。德格土司家族早已消失，但传承藏族文化的印经
院，却因其浩瀚的经版和仍在使用的技艺，成为藏族
传统文化的载体。四川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正
在展开的申遗工作，就将在文本中体现德格印经院的
这些价值，以便尽快纳入预备名录。

链接：四川世界文化遗产知多少？

1996年，四川峨眉山-乐山大佛最早成为世界自然
与文化双遗产。2000 年，四川青城山和都江堰也成功入
选世界文化遗产。而“蜀道”、“中国白酒老作坊”、“藏羌
碉楼与村寨”、“古蜀文明遗址”则成功入选《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单》。据了解，所有进入预备名单的项目，
将以“成熟一个、申报一个”的原则，角
逐代表中国申报世遗的最终资格。

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
遗产外，四川还有世界自然遗产——
大熊猫栖息地、九寨沟和黄龙。

（据《四川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