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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众的文博热情与日俱增，
考古挖掘、文保修复等昔日的冷门领域，
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热点，多元传播
既推动了考古“出圈”，更体现了我国文
博事业发展的蓬勃活力。 （A4版）

公众“围观”考古“出圈”

2021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
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倡导
全民阅读”。这是自2014年起，“全民阅
读”连续第八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可见政府对全民阅读的重视。全民阅
读，一个也不能少。 （B4版）

全民阅读浪潮涌 重点人群别掉队

本期
导读

建筑，是时代的镜子。
北京，是观察中国的窗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个地标建

筑在北京拔地而起。这些矗立的“石头
书”，折射出一个民族日益自信开放的
姿态、一个国家不懈奋斗求索的道路。

笔者近日走近这些建筑，尤其是
北京不同时代“十大建筑”背后的建筑
设计师，聆听背后的故事，记录人们的
感悟……

开 创

驱车在北京城市主干道，两侧建
筑如流动音符，串联成气势恢宏的北
京城市“交响乐”。

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
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
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
林立的高楼中，新中国“十年大庆”之
际诞生的第一批北京“十大建筑”格外
引人瞩目。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
建筑设计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建院）设计了其中
的8座。

“当时，周总理以政治家的胸襟
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兼收并
蓄、皆为我用’，迅速统一了设计思
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建院顾问
总建筑师马国馨说。“这些建筑在极
短时间内建成，大量创新技术得到应
用。大会堂的结构和照明等非常讲
究，无论哪里都能看到主席台，听到
主席台的声音。”88 岁的设计亲历
者、北京建院原教授级高工李国胜如
数家珍。

北京“十大建筑”，彰显了一个人
民当家做主的民族自信……在北京建
院首席总建筑师邵韦平看来，这些建
筑不仅满足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
交往等基础功能的需要，更在性质上
深刻体现了人民性——由人民创造，
由全体人民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北京新建
建筑面积相当于再造了一座北京城。

当时在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工作的
王栋岑，在1959年出版的《建筑学报》
上撰文道：“过去北京最庞大、最雄伟
的建筑群是故宫，它俯视一切、唯我独
尊，但今天它已经不在话下了，新建的
人民大会堂比它还多7000平方米。”

“如果没有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
一切无从谈起。其中体现的奋斗和创
新精神，至今感染着一代代建筑师。”
马国馨说。

发 展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
北京国际饭店、长城饭店……这是
1988 年评选的 20世纪 80年代北京

“十大建筑”。
在邵韦平看来：“这些建筑带着国

门初开的懵懂和稚气，风格开始和国
际接轨，北京城市逐步走上现代化、国
际化发展道路，但当时的建筑设计思
想、技术实力还不够成熟。”

中央广播电视塔、国家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与亚运村、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办公楼……这是2001年评选
的20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

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规划师的杨保军撰文道，在这批建
筑评选中，“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
代精神”成为重要标准，希望能往“夺
回古都风貌”的方向对建筑设计进行
引导。

“第一批‘十大建筑’基于当时的
背景，设计原则是‘适用、经济、在可能
条件下注意美观’，而到这时，设计原
则已悄然变为‘适用、安全、经济、美
观’。”邵韦平说，当时还有了国际招
标，境外建筑师参与其中，中国建筑师
不仅加速海外留学，也开始在国内和
国际大师一起工作交流。在今天看来，
世界建筑师服务首都建筑发展，也是
一种“为我所用”。

2009 年评选北京当代“十大建
筑”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
楼、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大剧院等
高票入选。作为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建
筑，“鸟巢”走出国门，被美国《时代》周
刊评选为“世界十大奇迹建筑”。

“这几批北京‘十大建筑’的出现，
体现出在北京这片土地上，随着社会开
放程度不断进步，社会对建筑创作形式
更加包容，建造材料和水平大幅提升。
中国建筑设计行业开始融入世界。”北
京建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全胜说。

新 时 代

走进新时代，新使命呼唤新时代
的建筑，首都城市焕发新的光彩。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
时，明确指出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是

“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
求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
谐宜居之都。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2035年）》，为北京未来20年可持续
发展制定新蓝图。

近年来，伴随“一核一主一副、两
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布局加快构
建，北京城市新的发展风貌在建筑中
深刻体现：

——向东，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机
勃发”，将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
典范”；

——向南，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凤凰展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新
引擎”；

——向西，老首钢工业园“涅槃重
生”，正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
地标”；

——向北，国家速滑馆“丝带飞
舞”，将作为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建筑惊
艳“北京2022”……

此时此刻的北京，城市建筑正进
一步向“高质量”迈进。不仅满足首都
功能发展需要的建筑日益增多，随着
老城保护得到充分重视，百姓身边沉
寂的历史建筑重焕光彩。

位于前门地区的“北京坊”，成为
从历史街区里走出的“网红打卡地”；
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隆福寺地区，正
打造北京最美“文化+”街区，让人们
在古都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交相辉映中
感受美好……

新时代的北京建筑设计不贪大求
全，“老建筑”得到充分改造利用。国家
游泳中心“水立方”通过“水冰转换”变
身冬奥冰壶赛场“冰立方”；新建筑的
设计品质、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应用

“数字建造”技术，国家速滑馆的建设
速度、建设质量成倍提高……

“北京城市建筑的发展缩影，也是
中国的发展缩影。我为国家感到骄
傲。”在北京建院工作50多年的马国
馨说。

“北京建院有幸设计了40个北京
‘十大建筑’中的19个，见证了国家的
发展壮大，应该感谢祖国发展开放给
予的机会，给一代代建筑师留下可追
溯的记忆，和对未来百年首都城市新
发展的期盼。”徐全胜说。

（新华社李斌张骁郭沛然）

“当在人民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时，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2月25
日，对四川省宜宾市珙县扶贫开发局党组
书记、局长杨勇来说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
子。这一天，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他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今年46岁的杨勇有20多年的农村工
作经历，一提起乡村的发展，他总有说不完
的话题。2016年以来，杨勇一直奋战在脱
贫攻坚的最前沿，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
的周末，每周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走村入
户。在调研扶贫项目情况的同时，他认真听
取乡村干部和群众的需求，积极思考脱贫
的办法，研究脱贫政策。5年来，他的足迹遍
布全县 161 个行政村，累计走访贫困户
3000余户。

凝聚一切力量精准扶贫

珙县是省定贫困县之一，全县有60个

贫困村，35960人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十分
艰巨。

2016年，珙县县委、县政府经过反复研
究、多方考察，最终选定杨勇担任县扶贫和
移民工作局（现扶贫开发局）局长。上任之
初，由于当时的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刚刚成
立不久，机制体系尚不健全，单位人手不
足，办公场地和办公设备也很局限，杨勇上
任后开的第一个班子会甚至是站着开的。
面对人员少、任务重的现实，杨勇鼓励自己
和同事说：“没事，不要怕，只要大家团结一
心，一样可以打胜仗。”

为推进全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杨勇在
正式上任后第一时间组建了单位微信工作
群，并取了一个别致的群名——“扶贫战士
燥起来”。作为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班长”的
杨勇告诉记者，取这个名字主要是鼓励同
事们像战士一样不怕吃苦，不怕任务重，不
怕牺牲个人时间。

杨勇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珙县贫困村分
布图，这是他的“作战图”，上面标满了记
号，60个贫困村的分布、基本情况、短板弱

项，他在无数次进村入户走访调研中摸得
一清二楚。

“白天下乡，晚上开会”是杨勇的工作
常态，他常常以赛跑的状态穿梭在乡镇、
贫困村户和会议室之间。长期的走访调
研，使杨勇“吃透”了县情和乡情，在他的
建言献策下，珙县探索出“创新龙头企
业+贫困户股权增收”模式，在宜宾市首
先推出贫困户“四好家庭”评选，引导贫
困群众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并创新
建立了“红黄灯”风险防控机制等。一项
项符合县情需要的脱贫政策持续出台，有
力助推珙县脱贫攻坚赢得重大胜利。
2019年 4月，珙县退出贫困县序列，群众
认可度高达99.43%。

贫困家庭一户不能落下

“太感谢你们了，新房子住起来比以前
舒服多了。”4月8日，当杨勇来到洛亥镇花
园村走访边缘易致贫户杨平勇时，杨平勇
的妻子陶群一边从自家新建成的砖瓦房内
为他搬来凳子，一边说道。

去年3月，杨勇与同事在洛亥镇花园村
开展脱贫攻坚问题大排查时，了解到该村
村民杨平勇常年在外务工，妻子陶群患有
风湿性心脏病基本无劳动能力，家里有4
名正在上学的孩子，家庭经济困难，住房条
件也不好，下雨天常常漏雨。

按照珙县对全县13个乡镇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非建档立卡特殊困难户实施“红黄”
亮灯分类管理、分级防控的要求，杨勇将杨
平勇家纳入边缘易致贫户监测对象，列入

“红灯户”，并按照因户施策、“一户一策”的
办法以及“缺啥补啥”原则，开展针对性的
帮扶。在22000元的新建安全住房补助到
位后，杨平勇家建起了砖瓦结构的平房，一
家人及时搬入了新居。 (下转A2版)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樊曦）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
励广大女职工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更好发
挥“半边天”作用，中华全国总工会4月19
日举行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表彰大
会，隆重表彰全国五一巾帼奖状（奖章）、全
国五一巾帼标兵岗（标兵）。

会上，吴文娟、郭大为、杜金环、张文
妮、刘杰等5位获奖代表先后发言，讲述了
各自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等战线
上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
新的奋斗故事和心路历程。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女
职工权益争议审理庭等10个集体荣获全国
五一巾帼奖状，程芳琴等10名个人荣获全

国五一巾帼奖章；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等350个集体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岗荣誉称号，黄晶等350名个人荣获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

350个先进集体中，抗疫一线女职工集体
共101个，占28.9%；从单位性质看，企业占
51.1%，事业单位占 35.4%，党政机关占
11.4%，其他占2.1%。350名先进个人中，抗疫
一线女职工共113名，占32.3%；少数民族占
12.6%；40 岁以下占 33.4%；中共党员占
78.9%；具有大学大专学历的占66.9%，研究生
学历的占27.7%；具有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
分别占14.3%和49.1%。从单位性质看，来自企
业的女职工占44.3%，事业单位占42.5%，党政
机关占10.9%，其他占2.3%。

据了解，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每两年
评选表彰一次。截至2021年，共表彰全国先进女
职工集体9453个、全国先进女职工16327人。

行走在田间地头的“扶贫战士”
——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杨勇

本报记者 漆世平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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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表彰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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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杨勇（（左二左二））在走访贫困户在走访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