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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旦正措）2 月 4日，由青

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

化馆承办的“众志成城 同心抗疫”现

代民间绘画主题展面向全国征稿。

大通县文化馆积极组织投稿46幅作

品，画家们以画笔作枪，丹青寄情，

歌颂医者，展现大爱，用生动鲜活的

美术作品向日夜奋战在抗击疫情一

线的白衣天使、公安民警、武警、消

防员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致敬!

近日，经过专家评审团严格筛

选评定，大通县共有 18 幅作品入

围，其中优秀作品10件，入选作品8

件。优秀作品将直接入围 2020 青海

省首届现代民间绘画赛初评，并适

时实地展出，出版画册。图为大通县

部分入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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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目前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基

本还处于关闭状态，要恢复正常开放，还要

视疫情防控情况而定。在这种特殊形势下，

公共文化场馆没有休眠，而是坚持闭馆不

闭展，积极借助互联网搭建“云上展厅”，持

续为公众提供优质的线上公共文化服务，

努力为战疫贡献充沛的文化之力。

现实是艺术最富价值的创作源泉。疫

情发生以来，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同舟共

济，一个个逆行的身影、一封封动情的家

书、一箱箱支援的物资、一份份真挚的爱

心，都折射出中华民族无比团结的民族力

量，让人感动、使人泪目。广大文艺创作

者深入挖掘“疫”线的感人事迹、生动故

事，创作出一系列高质量、接地气的优秀

文艺作品，通过“云上展厅”呈现到公众

面前，为战疫呐喊助威，为战疫提供强劲

的精神助力。

科技让文化战疫之光更闪耀。“云上展

厅”让文艺作品插上了数字翅膀，数字阅

读、文艺展示、线上展览、云上课堂、在线培

训、互动活动等各种“云服务”，为公众提供

了种类丰富、品质优异的在线文化产品和

服务。参观“云上展厅”，让人们居家战疫的

时光变得丰富多彩，足不出户也可以纵情

领略文化之美，借助于精彩的线上文化服

务，可以有效帮助人们纾解因疫情造成的

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满足人们对公共文

化的日常需求，从而更有精力更有信心与

疫情抗争到底。

目前战疫还未取得最后的胜利，疫情防

控还不可以麻痹松懈，“宅”的日子虽然不

自在但仍需要坚持，别因为一时的自由放

松而让连日来的坚守功亏一篑。作为不能

奋战在战疫一线的普通大众，也应当用自

己的行动为战疫助力，这时候，不妨多去

“云上展厅”参观，让心灵多享受无拘束的

“旅行”，减轻宅家的苦闷，静下心来战疫，

不给“疫”线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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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部电视剧
讲述中国脱贫故事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记 者 白
瀛）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一个都不能

少》3月 16日起在央视一套首播。据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介绍，今年预计有 20 部相

关题材重点电视剧播出，讲述中国的脱

贫故事。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负责人介绍，《一

个都不能少》从易地扶贫搬迁讲起，通过

“一肥一瘦”两村并一村的理念差，呈现脱

贫之后不返贫的可持续性发展命题。

其他重点剧目还包括：10个典型故事

构成的时代报告剧《脱贫十难》、讲述从贫

困到小康再到“百姓富、生态美”蜕变的

《花繁叶茂》、展现福建宁德“弱鸟先飞”

“滴水穿石”的《山哈闹海》、取自“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雪线》《枫叶红

了》、呈现农村“三改”“土地流转”“产业

升级”的《最美的乡村》《湘西纪事》、反映

对过上更好日子热盼与思考的《温暖的味

道》《寻找北极星》等。

据介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

剧目拍摄制作被迫延期，广电总局已经多

次组织网上视频会议对这些项目进行策

划调度协调，创造条件推动复工复产。

从烘焙店路过，无意间发现摆在门口售卖

的一筐艾草，忍不住停下细看：真的是艾草，叶

片嫩绿青翠，背面是细细的灰白绒毛，浓郁的

艾香味扑鼻而来。

身在城市，不见艾草已然很久，乍一见，喜

不自胜。买了两斤，拎在手里，满手、满身都萦

绕着艾香味，我仿佛把春天拎在了手里。

以前读过“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

衣”的诗句，如今拎着这两斤艾草，心里不由得嘀

咕，艾草的香味，浓郁而悠长，何尝只是淡着衣呢？

我喜欢艾草，喜欢的就是它自然清新的草本味儿，

闻着艾草的香气，就深知已然身在春天之中了，艾

草是属于春天的。

每到春天，艾草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了。清明前后，是艾草最为鲜嫩的时节，漫山遍

野都是。在山野里转一圈，就能采摘到一篮鲜

嫩得能掐出汁水来的艾草。

新鲜艾草最常见的吃法是做青团。关于做

青团，清朝的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中写有一

句“捣青草为汁，和粉作粉团，色如碧玉。”，这

是对做青团的简单描述，“色如碧玉”却也勾起

了我对青团的向往。

做青团的过程也如袁枚所写的一样，较为

简单。锅内盛水，放进清洗干净的艾草，一点点

小苏打，焯水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把煮过的

艾草和糯米粉揉成翠绿的面团，包上芝麻馅或

花生馅，或是现在流行的蛋黄肉松馅，上锅蒸十

分钟，青团就熟了。

掀开锅盖的瞬间，随着热气的升腾，艾草

悠远的清香扑鼻而来，而那些青团小胖墩，则

水灵灵地跳入眼帘，碧绿碧绿的，如一块块翡

翠，晶莹如玉，雀跃着，直逼你的眼，仿佛在提

醒你，春天已经来了。

咬上一口，外皮是糯米的软糯，又夹杂了

馅料的香味，口感极为丰富，而艾草的清香格

外绵长，让人回味无穷。“寒食青团店，春低杨

柳枝。酒香留客在，莺语和人诗。”一千多年前，

白居易在路过青团店时就曾留下这样一首诗。

诗中虽说“酒香留客在”，但诗人身在青团店，

我们又焉知留客的不是青团？

春天来了，去田野上，摘一篮艾草，做几个

青团，把春天“吃”进去，这是值得我们惦念一

整年的味道。

属于春天的青团
黄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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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山文化”
发掘展现战国晚期
生活风情画卷

新华社长沙 3月 14 日电（记者 陈宇
箫 阮周围）记者 14日从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获悉，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乌鸦山

遗址发现的 3 座战国晚期墓葬近日完成

发掘工作，出土了青铜戈、青铜剑和陶器

等器物，为战国晚期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情况提供了物质佐证。

乌鸦山遗址考古工作者介绍，位于湖

南西北澧水流域，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即为

当地先民生产生活的场所。1992年和2011

年，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在乌鸦山遗址发

现旧石器遗存，并将区域内类似遗址命名

为“乌鸦山文化”，初步构建了湖南地区

“澧水文化类群”旧石器的发展演变脉络。

在对乌鸦山遗址进行旧石器考古发掘工作

中，考古工作者发现遗址还存在一处战国

墓群，并于2019年11月开始发掘工作。

《《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守护新农村守护新农村》》朱广祯朱广祯//作作

《《共同抗疫共同抗疫 听党指挥听党指挥》》李守业李守业//作作 《《清洁工的信念清洁工的信念》》朱广芬朱广芬//作作

《《听党指挥科学防疫听党指挥科学防疫》》朱锦明朱锦明//作作

踏石留印，文明流香。

将陆续写的一些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

短文、随笔、文明史等整理出版，实际上，我非

常犹豫。一方面，将所写的文章汇编成册是我多

年的夙愿，毕竟大学毕业后，除了在高校工作不

到两年外，就一直在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作，其

间，写了一些工作随笔和感悟，记录自己的心路

历程；另一方面，我又确实诚惶诚恐，毕竟水平

有限，一些文章因时效所迫思考得不一定严谨

深刻。记录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照亮未来。思来想

去，本着总结自己、提升自己的态度，我还是对

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20多年来公开发表的

文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梳理，索性按照文

章的呈现方式将其分为：文明评论、文明访谈、

文明实践、文明钩沉四个板块。

人生时刻面临着选择，选择就意味着失去。

作为从记事起就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

代人，能有机会从事这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不

能不说是一种幸运。1997年 12月，刚刚毕业留

校工作的我不顾老师、朋友们的反对，毅然决然

地交了相当数量的违约金，选择了从高校调到

文明办工作。其实，在当时看来确实也是“我拿

青春赌明天”，因为文明办是新成立的部门，属

于新生事物，如何开展工作、发展前景如何，都

不明朗。幸运的是 1998 年初，我作为工作人员

陪领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第

一次了解了文明办和其大致的来龙去脉及其主

要工作。就像中央领导同志讲的那样，精神文明

建设就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就是建设精神；

通过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来引导人们长好

心、做好事、当好人，进而不断提高公民文明素

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这更加坚定了我从事这

项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更为幸运的是，2002 年

有机会借调后来留到中央文明办工作，有了从

更高的视角、更宽的视野了解和接触这项工作

的机会。“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

“欲使清风传万古，须如明月印千江”，我在紧

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认

真学习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知识，

抓住有利时机动脑练笔、增强“四力”，就像我

在中国文明网上开设的电子文集中说的那样：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无

论是读书的学校，还是工作的岗位，都是人生的

一个驿站，既然来了，就该留下点什么，至少能

够相信，你曾经来过这里。也正因此，才有了网

上电子文集的诞生，才有了今天出版的这本书。

伟大的时代缔造了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

感谢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所从事的崇高事业。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鲜明地提出要在建设

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并确立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

略方针。40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创立创新、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坚持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以正确

舆论凝心聚力，以先进文化塑造灵魂，以优秀作

品鼓舞斗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

神广为弘扬，时代楷模、英雄模范不断涌现，文

化艺术日益繁荣，网信事业快速发展，全民族理

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生逢伟大时

代，见证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并设身处地参与到蓬勃发展的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之中，浑身充满了干事创业的自信、自

豪和干劲儿。

我们欣喜地看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已经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三大创建”扩展到包括文明家庭、文明校园

的“五大创建”，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

前，中央文明委评比表彰和经过复查确认的全

国文明城市（区）共有 176 个、全国文明村镇

3755 个、全国文明单位 6976 个、全国文明校园

494 个、全国文明家庭 300 户。实践证明，在推

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

华大地上蓬勃兴起、亿万人民广泛参与的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早已成为人民群众移风

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是人民群众在党的

领导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是把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有效途径。

我们欣喜地看到，自 2004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全党全社会把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工程、希望工

程，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重点的未成年

人活动场所建设、使用和管理，创造条件对全

社会开放，对中小学生集体参观一律施行免

票；加强少年儿童影视片的创作生产，积极营

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深入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等主题实践活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2005年，中央宣传部、中

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旅游部《关于

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

见》颁布以来，“我们的节日”越来越受到社会

各界的重视和关注，形式多样的传统节庆活动

在各地广泛开展，人们的节日生活日益丰富多

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实践

证明，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

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

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

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宝贵资源。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

秀传统更加深入人心、事半功倍。

我们欣喜地看到，2007 年以来，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已经举办了七届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共评选表彰了

390多名全国道德模范。实践证明，广泛开展道

德模范评选表彰、宣传学习活动，对于积极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共筑美好生活

梦想的时代新风，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

为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促进人民

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

度的提高具有积极有效的推进作用。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学雷锋志愿服务

组织和队伍不断扩大、项目和阵地建设不断加

强、志愿精神和志愿文化进一步弘扬、制度化常

态化的步伐扎实推进，志愿服务事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注册志愿者已经超过1.1亿人，全国标识志愿

服务组织达到1.2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累积

超过12.8亿小时。志愿服务在培养时代新人、弘

扬时代新风，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

践证明，学雷锋志愿服务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成为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

要渠道。

我们欣喜地看到，2019 年 10 月，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在全国 12个省份 50

个试点县（市、区）进行试点的基础上，试点单

位从50家扩大到500家，标志着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进入大范围推开、高质量发展的新

阶段。实践证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得

民心、顺民意，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重大举措，是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需

要，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

活新期待的战略之举，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创

新发展的新的工作增长点。期待在对试点工作

进行客观评估，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顶层设计，明晰工作思路，准确把握实践要

求，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试点工作向纵深推进、

向更大范围推开。

……

有人说，或许生命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躯体，

而在于精神，精神一旦有所寄托，生命便会蓬蓬

勃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有幸参与变

革中的中国当代精神世界的建设和发展，参与

中国人带有现代性的理性世界和感情世界的重

建，应该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

会和中国人，都在一种共性和同步的发展变化

过程中。在这种变革的过程中，除了现实的经济

的事实、客观基础之外，人们的主观努力、社会

管理者和领导者的倡导对于引领社会风气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

中，把一些史实和粗浅体会记录下来，不为别

的，至少我们曾经经历过……

这种非学院式的即兴即时之作，可能有一

定的局限性，或者缺乏应有的深度，但也许会对

正在或即将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实际工作或对这

一领域感兴趣的同志，带来些许参考价值和启

发作用。

当然，由于本书所收录的文稿时间跨度比

较长，有些说法和观点现在看来也有些陈旧或

过时，但为了忠于历史、记录历史，考虑到一些

做法对现在仍有借鉴和启示意义，我还是尽力

尊重和保留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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