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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古文化街考察

时指出，“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使其在
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

越来越多历史文化名城走向整体保护、全面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更多采用微改造的方法，下

“绣花”功夫，在城市肌理与乡土脉络中，看得见
岁月留痕，留得住文化根脉。

对河北正定古城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即切实保护好其历
史文化价值。”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的城市有许多历史记忆，特别是一些历
史悠久的老城区，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因为浮
躁、无知而破坏掉。”

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
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

…………
今天，河北正定古城展现北方雄镇风貌，北

京胡同镌刻古都记忆与浓浓乡情，“世遗之城”福
建泉州讲述包容与开放的动人故事，八廓街见证
西藏翻天覆地历史巨变……历史文脉融入现代
生活，山水人文交汇成现代宜居之地，文化自信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
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
光大”

位于江苏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
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代代相传，表现出的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
民族精神的一部分。”2023年7月6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时指出。

一架绣绷、一缕丝线、一枚钢针，在平江历史
文化街区一间小店里，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
埋首锦缎，手指翻飞。8岁随祖母学针法，15岁受
邀到苏州刺绣博物馆参与集体创作……从事刺
绣30多年，卢建英的一双巧手几乎没有停歇。

如今，卢建英的女儿潘乃舒也接过绣花针。
提到苏绣传承，潘乃舒说，传统苏绣因其独特的
手工技艺有别于批量生产的机绣，“其不变的本
质就是匠心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
分发挥作用。”

一条大河沟通南北，一条视频贯通古今——
从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浙江杭州出发，穿过拱

宸桥桥洞，又进入乌篷船，来到河南洛阳回洛仓，
这是运河边古代粮仓的遗址，观众突然感觉像坐
电梯一样快速下降，“掉”进了粮仓，现场一阵惊
呼……

“这是博物馆里最受欢迎的裸眼 3D 体验项
目。”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说，“5
分钟的视频，千里运河画卷近在咫尺，两岸烟火气
息触手可及，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全新生命力。”

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绍兴
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文化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
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原来我们每天喝的、用的水，有一部分是来
自大运河！”在参加浙东运河博物馆组织的研学
后，绍兴市紫薇小学六年级学生徐浩轩有了这个
新发现，决定要努力保护运河。

今年以来，浙东运河博物馆与绍兴的大中小
学开启馆校合作，将馆内展陈和古运河场景有效融
合，将博物馆打造成“行走的思政课堂”，为运河文
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新载体、新平台。

保护第一，传承优先，文化遗产在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走进江西景德镇，这里有“陶阳十三里，烟火
十万家”的繁盛，有“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的
熙攘。

在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传承人孙立新
在向游客展示独特的手工制瓷技艺。在他手中，
寥寥数笔，一两分钟的时间，一个生动的绘画作
品就呈现在陶坯上，栩栩如生。

“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
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2023年
10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调研时
强调。

如今行走在这座千年瓷都里，总能看到年轻
人的身影。国画专业毕业的魏荣荣，让敦煌壁画
上的人物“飞”到了小小茶碗之上；留学归来的吕
雅婷不断改良设计和机器工艺，让制瓷工序繁琐
的玲珑瓷实现工艺革新；90后小伙孟铃烁依托古
瓷灵感研发各类文创产品，销往日本、韩国、新加
坡等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这地方，打擂茶用的是花椒棒，吃米粉泡的
是牛肉汤……”湖南常德河街的鸳鸯走马楼里，
常德丝弦青年传承人李庭婷唱起《常德是个好地
方》，闻声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习近平总书记3月19日到常德市考察调研。
在常德河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常德是有文化
传承的地方，这里的丝弦、高腔、号子等要以适当
载体传承好利用好，与时俱进发展好。”

“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坚持，也将一如既往坚
持的事情。”说起常德丝弦的传承与创新，李庭婷
有讲不完的故事。

面向年轻人，李庭婷将常德丝弦和长沙弹
词、中国风流行音乐，甚至与粗犷的陕北说书结
合，在社交平台广受好评；面向中老年人，武陵区
文化馆开设3个常德丝弦班，国家级常德丝弦非
遗传承人谌晓辉授课，人气很旺。

更好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还要营造传承中华
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泼
泼地融入时代，文化创造便汩汩而出——

在广东，有1600多年历史的潮州古城保留着
传统的社区结构、民俗民风，潮州菜、工夫茶、潮
剧融于居民日常生活，“活态传承”中千年古城焕
发新的生机；

在山东，一座座乡村博物馆拔地而起，铁锹、

草耙、扁担，学生体验用农耕工具种植庄稼，历史
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在陕西，许多年轻人身着襦裙，头发用簪子
高高盘起，流连于西安大雁塔下，中华传统服饰
掀起流行热潮……

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
“诗词热”兴起，传统文化点亮群众幸福生活。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让中华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贡献了重
要力量。

“让人类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造福
更多民众，让世界更加美好”

近日，前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紫禁城与
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的观
众络绎不绝。

展厅里，一个奢华的铜鎏金底座上，放置着
一件布满开片铁线纹的瓷器——这是青釉香水
瓶。产自江西景德镇的瓷瓶传至欧洲后，由巴黎
铸造匠改造成香水瓶。这种创新之举，在中法文
化交流碰撞过程中屡见不鲜。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当地时间5月6日，法国巴黎爱丽舍宫。习近平

主席将一本1963年版的《简明法汉词典》赠送给
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总统送的，是一本1742
年出版的《汉法词典》。

习近平主席轻轻翻开书页：“非常珍贵，里面
还有很多中国古籍的名字。”

回望历史深处的泱泱文脉，亚欧大陆上的东
西方文明互鉴，带来思想激荡，更拉近了心的距离。

去年 4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
龙在广东广州松园举行非正式会晤，循着《高山
流水》悠远婉转的琴声，两国元首来到白云厅，听
千年古琴奏千年绝唱，品千年茶韵论千年兴替。

茶和天下。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福州
茉莉花茶、福鼎白茶、武夷山正山小种……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习近平主席送出
的国礼，正是一套富有福建文化特色的茶礼盒。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亲自担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播者，让中华瑰宝名扬天下，把中国
故事告诉世界——

在秘鲁国家考古人类学历史博物馆，指着秦
朝兵马俑自豪介绍：“这件文物来自中华文明的
发源地，陕西。也是我的老家。”

在湖北省博物馆，同外方领导人共同聆听曾
侯乙编钟的悦耳之音。

…………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福建福州东郊，鼓山之北，沿着盘山公路蜿

蜒而上，便来到了草木繁盛、清凉宜人的鼓岭。
“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鼓岭，帮助

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2023年6月28
日，习近平主席向在福州举办的“鼓岭缘”中美民
间友好论坛致贺信。习近平主席强调：“希望大家
把鼓岭故事和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
中美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茁壮成
长，生生不息。”

鼓岭故事有着跨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继
续发掘研究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向中外民众讲好
鼓岭故事具有重要意义。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鼓岭文化研究专家林
轶南带领团队完成了“鼓岭家·谱”系统的搭建。
如今，寻根系统基本涵盖了来过福州的美国传教
士和商人，帮助更多中外家庭在寻根系统上追溯
家族历史、接续友谊。

目前，福州正在建设鼓岭故事沉浸式体验馆
和鼓岭历史建筑展示馆，并将在馆内开设互联网
寻根入口，方便海外侨胞查询家族信息。

璀璨的中国文化遗产，正作为“外交使者”
“国家名片”，日益成为中华文化的承载者和传
播者。

剪纸的精巧、茶艺的雅致、陶笛的悠扬……5
月的黑龙江嫩江市，达子香花正漫山盛放。160名
俄罗斯青少年及家长踏上这片芬芳的土地，借研
学之旅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双方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项
目，进一步释放两国文化合作潜力，共同开创中
俄文化交流的新未来。”5月16日，习近平主席和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
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
乐会并致辞时指出。

绘画社活动中，俄罗斯青少年们为中国脸谱
上色。勾画描摹间，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跃然纸
上。

“我们希望让俄罗斯的小朋友们更深入地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指导教师徐伟说，这不
仅是一次艺术的交流，更是一次心灵的沟通。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要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加

强文化交流，倡导文化平等，保护文化遗产，推动
文化创新，加强文化合作，让人类创造的丰富多
彩的文化造福更多民众，让世界更加美好。”习近平
总书记思虑深远。

2023年12月3日，习近平主席向首届“良渚
论坛”致贺信，指出“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
互成就”。真诚希冀，令现场中外嘉宾心潮澎湃。

红海之滨，中沙联合考古队“唤醒”沉睡千年
的历史遗迹，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提供了考
古实物资料；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中埃联合考
古队让神庙实地景象和出土文物重现于世人面
前……

中国同各国携手，积极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
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
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大道致远，海纳百川。
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和亲自推动下，我

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更加健全、保护对象更加
丰富、保护制度更加有力，守护传承中华文化的
氛围更加浓厚，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新时代的中国，不断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
明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
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共绘
人类文明壮丽画卷！

（人民日报记者李卓尔参与采写）
（原载6月8日《人民日报》）

凤城沃野“向云端”

玛纳斯县：

田间“织网”，为丰收创造“天时地利”
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春生夏长，农为行

先。今年，玛纳斯县通过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的动态
监测管理应用体系，实现农业精细化管理，提高农
产品产量和质量，预计全年减少农业投入品和人
工成本约6000万元，每亩实现农业增产5%。

田管大忙时节，玛纳斯县广东地乡广丰村
田野里棉苗青青。“棉苗生长过旺，叶片有蓟
马、盲蝽蟓咬迹，请及时植保作业！”5月24日，
广丰村村民徐荣文接到一条棉花病虫害预警
电话，他立即赶到棉田。

随后赶来的还有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农艺师张宝帅，他和徐荣文走进棉田，
看到插在土壤里的生长标尺显示棉苗的高度
已达到24厘米。

“五天前，我们通过卫星观测发现这片棉
田有异常，在棉田里放了生长标尺，观测到棉
苗正在以每天1厘米的速度生长。棉苗出苗期
日生长量不能超过 0.5 厘米，否则极易发生高
脚棉现象。”张宝帅建议，及时用缩节胺等化学
生长调节剂对棉花进行化控。

接下来，张宝帅打开平板电脑上的心连
心数智农田 App，农田的墒情、苗情、虫害情
况一张图尽收眼底。他选定村庄地块图斑后，
哪块农作物长得好、地块肥力如何等信息一
目了然。

“从图上可以看到，这片棉田还有轻微病虫
害现象，通过实地观测，叶片上的确有咬痕，要赶
紧打药防虫害。”张宝帅向徐荣文交代，通过观
测，棉苗水分含量较高，建议6月初浇头遍水。

“靠着现代农业信息一张图，种粮人有了
‘田保姆’，这是我最大的底气。”徐荣文感慨
地说。

看似宁静的农田之上，用于监测气象、虫
情、土壤墒情的多个物联网设施正在“各显身
手”。“比如虫情监测站的仪器，不仅可以通过灯
光诱捕周围的害虫，还将每天搜集的数据传到

后台，我们根据数据来提供相关建议。”玛纳斯县
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晓庆指着立于地头
的远程虫情测报系统仪器说。

众多传感器和智能装备搭建起天空地一
体化的精准农情监测系统，在玛纳斯县的田野
上织就了一张多层次、立体化、多角度、全天候
的天空地一体化的数字网。

这张“网”集卫星遥感遥测、水肥一体、四情
监测、玛纳斯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慧凤收App
使用为一体，形成了天空地一体化数据获取能
力，为高效的农业生产提供科学决策建议。

“智慧农业悄然改变着乡亲们的种地方式。”
吕晓庆说，通过打造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提供虫

情监测、土壤墒情监测、气象监测、长势监控“四
情”，从埋头种地到看图管地，种地正变成一项精
细活。

农田管理数字化助力现代农业规模化发
展。如今，在玛纳斯县，小麦、棉花、玉米等农作
物基础数据资源采集和汇聚体系基本建成，天
空地一体化农业监测网络和重要农产品全产
业链大数据建设稳步推进，智慧农业服务体系
和农户信用体系不断深化应用，促进农业生产
更精准高效。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科技创新为农业
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科技正成为玛纳斯农业
蓄势发展的关键因素。

5月24日，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农艺师张宝帅（右一）向广丰村村民徐荣文介绍棉苗
监测情况。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典范地州·典范行动

棉花秸秆蒸汽爆破加工生产线在昌吉投产
本报讯 记者张童桐、刘思思报道：“通过

瞬间爆破释放压力，实现原料物理破壁和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分离，能够极大提高饲
草的适口性、消化率和安全性。”新疆旭泽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钧向记者介绍。

5月28日，新疆旭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蒸
汽爆破技术项目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小微创业园正式建成投产，填补了新
疆地区棉花秸秆高质化利用的空白，开拓了棉
花秸秆及其它作物秸秆在饲料化、纤维化、基
质化领域的研究应用。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一捆捆打包整齐的棉花
秸秆，通过机械被送入生产线的送料口，经过高温
蒸汽破壁技术处理，被加工处理的秸秆通过传送
带，源源不断输送至饲料运输车里。通过高温蒸汽

爆破处理，秸秆紧密的细胞壁结构被打破，秸秆中
蕴含的糖分、蛋白质、矿物质等小分子营养物质被
释放，组织结构由紧密无缝状态变为蓬松多孔状，
这样的秸秆可以直接用于喂养牛羊，而且价格比
普通小麦秸秆饲料便宜。陈钧说：“这个项目补齐
了新疆棉花产业链中棉花秸秆不能有效利用的
短板。同时，作为生物预处理技术，为高端提取行
业特别是中药提取行业提供了新的途径。”

目前，新疆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粗饲料存在
比较大的缺口，新疆有丰富的棉花秸秆资源，但
是利用率不高，特别是在饲料化利用方面存在
技术瓶颈，普通棉花秸秆存在木质素含量高等
诸多限制性营养因子，不适合直接用作牛羊饲
料。新疆农业科学院微生物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崔卫东介绍，蒸汽爆破技术是一种生物质预处

理技术，是利用蒸汽弹射原理实现的爆炸过程
对生物质进行预处理的技术，将蒸汽分子渗入
植物组织内部，并作用于生物质组织的细胞层
间，用较少的能量将原料有效地分解，从而达到
预处理的目的。“通过蒸汽爆破技术处理的棉花
秸秆，降低了木质素、半纤维素含量，同时降低了
游离棉酚和农药残留，更适合饲料化应用。未来
在新疆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能够解决饲草料
短缺的问题，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收益，还能
实现棉花秸秆的循环利用，做到吃干榨净，延长
棉花产业链。”崔卫东说。

据了解，蒸汽爆破技术项目还可用于甜叶
菊、肉苁蓉、甘草、文冠果等作物爆破处理，对
于推动农作物固废处理、提升种植行业附加值
等具有重要作用。

昌吉高新区实施六大行动打造发展新高地
2024年力争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0%以上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宋华敏报道：5
月24日，记者从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
下简称昌吉高新区）了解到，聚焦产业链式集
群发展主攻方向，昌吉高新区明确了9个产业
链条，近三年共实施项目229个，投资平均增速
18.67%。今年昌吉高新区着力实施强链补链、
规上工业企业过百、营商环境优化、科技创新
支撑、智能园区示范、园区党建提升六大行动，
推动“点、线、网、面”一体发力，2024年力争实
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0%以上，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30%以上。

强链补链行动。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产
业链条长、辐射带动强的招商引资项目。全年
引进链条企业不少于 10 家，新增到位资金 25
亿元以上。积极扶持已落地链条企业扩线增
产，年内实现新增销售收入3亿元以上。

规上工业企业过百行动。加快广东明阳光伏组
件等项目建设，抓好中瀚顶达、龙泰新材料等15家
已投产企业技改扩能，新增“小升规”企业20家，总
数超过110家。着力加强优质企业培育，充分发挥区、
州财政专项补贴资金杠杆作用，引导企业加大技术
改造投入，提升产值规模和产品特色，增强企业综合
竞争实力，实现“小升规”“规做精”“精做强”。

营商环境优化行动。建立准入畅通、开放
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的市场环境，通过进
一步完善政务服务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质量效
能、完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措施，着力为市
场主体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加强政府诚信体
系建设，完善营商环境监督监测机制，坚决杜
绝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类隐形障碍和潜规则，充
分激发市场活力和企业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
展营造更优更好的环境。

科技创新支撑行动。发挥好同济大学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西部中心等机构的作用，重点开
展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依
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智力资源，
开展争先进位专题辅导，赋能园区创新发展。
加强创新主体培育，力争到年末，有效高新技
术企业超过7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75家。

智能园区示范行动。加快推进智能园区建
设项目，不断拓展应用领域。通过空中智能无人
机、地面监控、人力机动，实现全天候、立体式、全
覆盖巡查，率先打造全疆安全生产、生态环境、道
路交通和综合治理等智能化管理示范园区。

园区党建提升行动。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力
量，不断提升党建引领两新组织治理水平。大力选
树培育非公企业党建示范点，以点带面，全面提升
非公企业党建水平，新打造党建示范点4个。

5 月 28 日，位于昌吉市
三工镇下营盘村的新疆丝路
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正在加紧生产果汁。

企业订单旺，车间生产
忙。连日来，昌吉市各工业企
业“热辣模式”热度不减，铆
足干劲、开足马力，马不停蹄
赶订单、忙生产、拓销路，跑
出“加速度”，冲刺生产量和
销售量“双过半”。

□梁宏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