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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6月8日，
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昌吉博物馆从
太原市博物馆引进的“晋阳：4-8世纪的
丝路都会展”在昌吉博物馆开展。昌吉
州党委副书记、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
总指挥刘鹓出席开展仪式并致辞。

刘鹓表示，晋昌两地物华天宝、文脉
相通、各具特色，拥有中华民族丰厚的文
化遗产与历史记忆。希望以“晋阳：4-8世
纪的丝路都会展”走进昌吉为契机，两地
能够在多领域进一步深入交流、加强合
作，为两地发展注入更新的活力，携手谱
写好晋疆两地共融共荣新篇章。

开展仪式上，昌吉州文博院（博物
馆、北庭研究院）与太原市博物馆签订
了馆馆合作协议，双方将以“文物保护、

文化交流、文创开发”为纽带，开展深度
战略合作。双方代表还互相赠送了图书
和文创产品。

“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节点，
晋阳是当时北方各国、各民族之间商业
贸易的中心，商贸发达……”当日，记者
走进昌吉博物馆三楼临展厅，讲解员正
在向参观者介绍“晋阳：4-8世纪的丝路
都会展”。

太原古称晋阳，地处中原农业文明
与北方草原文明交汇区，既是民族融合
之地，也是文明互动的前沿。公元4-8世
纪，从北朝到盛唐的近500年间，随着丝
绸之路上的中西文明交流日益繁荣，晋
阳成为南北碰撞、东西汇通的重要舞
台。在晋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发现了丰富

多彩的丝绸之路物质文化遗存，涉及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艺术、宗教
等领域，清晰展现了北朝文化兼收并
蓄、包容创新的特点，系统展示了北朝
至隋唐的文明演进历程。

本次展览分为“霸府别都”“东西互
鉴”“繁华晋阳”三个单元。娄睿墓出土
的胡人俑、骆驼俑，韩祖念墓出土的玻
璃杯、鎏金铜器，徐显秀墓出土的蓝宝
石戒指，虞弘墓石椁等87件特色文物陈
列在展厅内。展览以民族融合、文明交
流为主题，借助当地重大考古发现，通
过展示充满外来文化元素的出土文物，
彰显晋阳与丝绸之路中西文明交流的
重要关系。

昌吉市历史爱好者唐浩听完整场

讲解后，又返回到徐显秀墓壁画的展览
区域仔细端详，他说：“我知道徐显秀墓
曾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壁画
色彩斑斓如新、刻画的生活场景形象生
动写实而闻名。听完讲解之后再细细品
味，我对壁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内
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展至 9 月
25 日，其间还将推出“研学之旅”“文物
探宝”等多项活动。展览由山西省援疆
前方指挥部、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太原
市委宣传部、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太原市文物局主办，昌吉州
文博院（博物馆、北庭研究院）、太原市
博物馆、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北齐壁
画博物馆承办。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6
月9日晚，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昌吉
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
昌吉州文化馆承办的“礼赞昌吉辉煌
70 年 建设典范地州谱新篇”庆祝昌
吉回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惠民音乐
会巡演活动在昌吉市亚心广场成功
首演。

当日21时，逾千名观众齐聚亚心
广场。昌吉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玉星致辞后，随着乐团指挥挥舞指
挥，昌吉州胡杨民乐团40余名演员开
始演奏器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

器乐曲《花花尕妹子》《新赛马》、
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声独
唱《西部放歌》等12首中华优秀经典及
原创音乐作品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与喝彩。昌吉州胡杨民乐团用交响乐、
民族音乐、声乐等不同类型的节目、不
同时期的乐曲，礼赞建州70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昌吉州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抒发各族群众

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情。
昌吉州胡杨民乐团团长巨全忠

介绍，该团成员均为退休人员，年龄
最大的团员82岁。为表演好此次惠民
音乐会，该团历经2年曲目筹备及近4
个月的精心排练，最终呈现以民族乐
器为主的 10 余种乐器共奏美好生活
的精彩演出。

据了解，此次惠民音乐会巡演活动
由昌吉州胡杨民乐团与庭州爱乐乐团
承办，巡演的乐曲融合民族韵律、时代
歌声、家国情怀，既有经典作品，也有原
创曲目。巡演自6月9日起至8月，将在
各县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演出48
场，且全部面向群众免费演出。其中，昌
吉州胡杨民
乐团于 6 月
9 日 至 11
日 每 天 21
时 于 昌 吉
市 亚 心 广
场演出。

本报讯 记者左晓雨报道：6月7
日，昌吉州常务副州长陆晶主持召开
昌吉州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四十次
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自治区
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精神，解读《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研究
审议昌吉州粮油产业集群建设实施
方案、州本级部分闲置办公用房处置
方案、与能源领域及通信基础设施领
域优势企业开展战略合作事宜等。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
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精神，认真
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进一步
完善行政复议对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
程序违法等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持续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外贸新
业态，不断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
高质量推进国家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
基地建设，提高煤炭综合利用效能。通
过充分释放旅游优势潜力，持续丰富旅
游业态，全面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
度，推动旅游消费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法治是
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推动普法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帮助中小

企业提升法律素养，引导企业自觉做
到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从业，坚
持依法依规办事，打造公平竞争政策
环境，充分利用各项扶持性政策，提
高企业竞争力。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和自
治区关于支持粮棉果畜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进一步健全完善龙头企
业培育机制，提升龙头企业融合发展
和联农带农能力，推进农业产业规模
化发展，重塑昌吉州农业新优势。要
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
法》和国务院“约法三章”等党内法
规，探索建立共享共用机制，创新资
产利用新模式，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要立足昌吉州实际，持续加强与
能源领域优势企业的对接沟通，全力
推进合作事项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强
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数字
技术在生态治理、公共服务、城市治
理、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广泛应用，为
强化政务数据按需共享、有序开放、
安全应用提供网络技术支撑。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庆祝昌吉州成立70周年惠民音乐会
巡演活动在昌吉市首演

扫
一
扫
，观
看
视
频

昌吉州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粮油产业集群建设、外向型经济发展、推动旅游消费等

昌吉州电子商务协会揭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杨鹤、通讯员郑忠

楠报道：6月7日，昌吉州电子商务协
会成立大会在昌吉园林宾馆召开，相
关行业协会、院校专家、企业代表170
余人共同见证昌吉州电子商务协会
揭牌成立。

本次大会以“礼赞昌吉辉煌 70
年，电子商务聚力谱新篇”为主题，分
为嘉宾分享、昌吉电商项目推介和成
立电商协会三个环节，邀请来自新疆
电子商务协会、新疆数字研究院、阿里
巴巴淘天集团、抖音等协会、院校、企
业、平台的嘉宾，分别围绕电商协会价
值、昌吉州电商发展现状、供应链平台
优势、淘宝抖音平台政策等内容进行
交流分享。两家企业对各自电子商务
产业项目进行现场推介。大会还通报
了昌吉州电商协会成立情况，宣布协
会会长、副会长、监事等成员名单。

昌吉州党委常委苏晓莉出席大会
并讲话。她表示，昌吉州电子商务协会
的成立是全州商贸流通领域的一件大
事，也是推动昌吉州经济转型升级、促
进就业创业的重要举措。协会要立足
昌吉州实际，特别是围绕“昌吉好礼”
公用品牌，加强昌吉本地企业和特色
农产品的宣传推介，持续推动昌吉企

业“触网”转型升级，为繁荣和发展昌
吉州电子商务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目前，协会共注册 65 家会员单
位，以企业为主，业务涉及农产品加工、
供应链、电子商务服务等多个领域。”昌
吉州首届电子商务协会会长罗辉介绍，
昌吉州电子商务协会成立后，将在区域
品牌打造、电商云仓建设、电商产品产
销对接、电商人才培养等方面，研究新
的政策，开辟新的路径，构建起“创新、
协作、共赢”的电商生态体系。

近年来，昌吉州加快推动电子商
务发展，多措并举推动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现已形成网商、电
商、微商、供应链、平台、服务链的全产
业链生态体系，不仅是拉动昌吉州经
济增长的一项有力举措，也成为推动
昌吉州农业、旅游、宣传文化发展的重
要抓手。截至目前，昌吉州拥有各类网
商1.45万家，创建自治区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3个、电子商务示范企业6家、
数字商务企业 4 家。经第三方研究测
算，2019年至2023年间，昌吉州网络
交易额、网络零售额均实现稳步增长，
网络交易额年均增长10.95%，高于全
疆1.96个百分点，网络零售额年均增
长16.13%，高于全疆1.54个百分点。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九曲黄河气

势磅礴、滚滚长江奔涌不息、万里长城
蜿蜒巍峨、京杭大运河贯通古今……这
些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
代表性符号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承
载着中华文明，延续着千年文脉。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
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宝贵遗产”；

“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
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
话语深情，嘱托殷切。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全国，
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对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文明之光照亮复兴征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
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历史
性成就，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显著
提升，千年文脉赓续绵延，灿烂文明生
生不息。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
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木板墙、花格栅、石库门。浙江金华兰
溪市诸葛镇，近千年历史的诸葛八卦村，
是迄今发现的诸葛亮后裔最大聚居地，村
内有明、清等时期的古建筑300多幢。

时至今日，诸葛八卦村里人人都是
文保员。

甫一进村，一个大红色的上海世博
会“中国馆”微缩模型，在白墙灰瓦间格
外显眼。那是孔明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诸葛文仓创新的孔明锁玩具。
“孔明锁制作、诸葛中医药，入选

省、市级非遗，村里的文创产品远销海
外。”诸葛文仓笑着说，“村民是古村落
保护者，也是受益者。”

2006年6月10日，我国第一个“文
化遗产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在调研浙江文化遗产保护时专门提
到了八卦村：“有的新农村恰恰是要保持
历史原貌的古村落，如兰溪的八卦村等，
就是要保护它的原貌，体现它的历史美，
不能去破坏它。”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大
保护力度，加快抢救速度，切实保护好不
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秉持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
保护，在地方考察时常常调研当地历史
文化遗产，反复叮嘱要把文化遗产保护
好传承好。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
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
一位。”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时强调。

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
馆，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古老典
籍，在此“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兰台洞库，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墨
迹，无声讲述着中华文明的长河浩荡。
为了让很多沉睡千年的珍贵古籍得以
保藏，国家版本馆开创性地建设了洞库
以安全永久保藏珍贵版本资源。

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刘
成勇介绍，中国国家版本馆的规模和条
件在版本保藏史上达到新高度，截至今
年3月，共收藏版本3200多万册/件。

“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
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
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2023年6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
央总馆考察时强调。

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
（套）国有可移动文物……这些老祖宗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所蕴含的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不可估量。

河南安阳，在铁西路附近的一块考
古工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站50多名考古工作者，拿着手
铲不断重复着刮面、画线等步骤，聚精
会神，小心翼翼。

王含元是一名毕业于北京大学考
古学专业的博士，去年9 月投入殷墟考
古现场发掘，“我希望能运用所学知识，
为进一步揭示、呈现、还原出全面鲜活
的商代文明贡献力量。”王含元说。

党的二十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
记就来到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要
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2月26日，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
对公众开放。在这座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
考古类博物馆中，近4000件（套）文物集
中公开展示，其中3/4以上文物首次亮相，
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
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
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步入四川三星堆博物馆，葱茏绿树
掩映的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内，身着白大
褂的工作人员或手持工具伏案修复，或
盯着电脑分析数据，或围坐在一起探讨
修复方案。

“这里主要负责三星堆6个新‘祭祀
坑’出土文物的保护清理和修复工作。”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文物保管部部长
余健介绍。

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考察时指出：“文物
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
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
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
为功，做出更大成绩。”

“真切感受到总书记的关心，文化
传承定能后继有人。”余健颇感欣慰的
是，三星堆博物馆已有很多90后、00后
加入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

采用高分子绷带等新技术提取整
根象牙；运用3D打印技术，为大质量青
铜文物穿上硅胶膜制作的“软猬甲”；同
位素追踪溯源技术，为文物来源研究打
开更广阔的视野……年轻人熟练运用
新科技，在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从召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
到有序推进长城、石窟寺等重大文物保
护工程；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
船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取得新进展，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取得
新成果；从“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到大型中医
药古籍整理保护项目《中华医藏》首批
成果发布……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力度持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渠道和途径不断拓展。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传统与
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文化遗产
保护必须直面的问题。

“大家都说天津古文化街代表了天
津的‘中式’元素。今天一看，这里的文
化味、历史味和生活味让人感到厚重而
新潮。”来自河北的游客杨小辰漫步在
天津古文化街，不时举起手机记录着这
片古街区的店铺和牌楼。

（下转02版）

让文明之光照亮复兴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人民日报记者 张贺 张烁 郑海鸥

昌吉博物馆新展开幕——
“晋阳：4—8世纪的丝路都会展”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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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游客在
天山天池风景区游览。
夏日时节，昌吉州阜康
市天山天池风景区风景
如画，青山、绿水、森林
相映生辉，美不胜收，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天池夏日

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