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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
南安阳市殷墟遗址考察。在殷墟博
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仔细观摩青铜
器、玉器、甲骨文等出土文物，并感
慨道“殷墟我向往已久”，指出此行
的目的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
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殷墟考古
发现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成果。
殷墟的无与伦比，不仅在于它是我
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
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以之为基础的考古发现，无可辩驳
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从史前至今的
一脉相承，成为“中华文明的铁
证”；还在于作为判定文明重要指
标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在中华
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殷墟看似只是一个
朝代都城的遗址，实则是一本赓续
中华文明的必读之书。正如郭沫若
先生当年感叹的那样：“中原文化
殷始创，观此胜于读古书。”

深刻品读殷墟这本“必读之
书”，目的不是止步于先人的伟大
创造，不是沉溺于过去的辉煌灿
烂，而是为了从中辨明历史方位、
坚定文化自信、担起时代使命，汲
取继往开来、赓续创新的时代动
力。从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到四川
眉山三苏祠；从甘肃敦煌莫高窟，

到河南安阳殷墟……那些令人“向
往已久”的所在，既是一种文化的
寄托、文明的载体，也是一种前进
的参照和动力。站在文化的源头，
抚摸古老的土地，接通文明的脉
络，就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们从哪
里来、现在在哪里、将要到哪里
去”，就能更深刻地学习理解中华
文明的真谛，继而找到更多古为今
用的办法。

过去十年间，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汲取了“民惟邦本，本固
邦宁”观念的精华；全面深化改革
向纵深推进，折射出“周虽旧邦，其
命维新”的革新精神；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蕴含着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
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映照出

“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博大胸
襟……正如研究者所说，深刻把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内在契合性，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是马克思主义
彰显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的
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此次在殷墟遗址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

“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去看，历
史和现实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
继往开来的过程。正是因为注重孜
孜追寻和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之源、
文明之根，在不断延伸、扩展、追溯
中梳理出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不
断提炼文明进程的中国方案，我们
党总结出何为中国特色，成功走出
一条继往开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为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奠定坚实基础。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灿若星河
的文化遗产既是我们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的重要依据，也是激励中华儿女赓
续文明、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让
我们紧跟新时代的步伐，向包括殷
墟在内的许许多多“向往已久”的
文明源头致敬，认真读好、读懂一
部部继往开来的“必读之书”，在古
为今用中赓续中华文明，走向更开
阔未来。

本报讯（孟苗）近日，由山西省文
物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
物院承办的“大政之源”展览在山西博
物院主馆一层临展厅亮相，旨在探寻
文明源头，以考古实证我国百万年人
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
史，科学地揭示山西在中华文明历史
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大政之源”展览精选了240件珍
贵文物，分“溯流从源”“以文化人”“国
政之始”3部分11个单元，以时间为序
列，从人类获得第一粒火种的欣喜讲
起，系统全面地阐释了先民如何在自然
界物竞天择的法则下生存和繁衍；从距

今243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群到距今
100万—70万年前的匼河遗址群，再到
距今20万—10万年前的丁村遗址群
和许家窑遗址群，一直延续到距今3万
—0.9万年前的下川、柿子滩遗址群等
考古研究成果，展现了山西在中国百万
年人类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展览从先
民赖以生活的工具、技术、信仰和观念
的逐步改变，在物质经济、社会生活和
精神生活方面，呈现了先民对美的精神
需求。特别是陶寺文化所表现出的“大
政”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了解，该展展期为4个月，其间
将推出相关学术讲座及社教活动。

以考古实证百万年人类史

“大政之源”展览亮相山西博物院

本报讯（李鑫津）11月7日，2022
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合作发展峰会在
江苏扬州举行，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旅
游协会代表及嘉宾齐聚一堂，以“一
体化合作再扬帆，高质量发展谱新
篇”为主题，共谋长三角文旅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会议当天发布
《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合作发展扬州宣
言》和《2022长三角文化和旅游优秀
案例榜单》。

据了解，2018年起，长三角三省
一市旅游协会每年举办一次联席会
议。4年来，三省一市在构建文旅行业
信用体系、培育文化旅游产品品牌、
搭建文旅行业交流平台、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助力产业复苏等方面，务
实开展系列活动，取得丰富合作成
果。今年开始，长三角旅游协会联席
会议升级为“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合作

发展峰会”。
江苏省旅游协会会长张卫国表

示，长三角区域要把“一体化”“高质
量”作为关键词，鼓励各类文旅要素自
由流动，通过强强联手形成发展合力，
同时推动现有文旅发展方式的提档升
级，真正让创新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
要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为新时代文旅高质量
发展提供根本遵循、指明前进方向。”
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诸纪录表示，要
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合作探索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以长三角文旅一体化促进长三角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努力把长三角打造
成为全球文化发展高地、世界重要旅
游目的地。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扬州举行2022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合作发展峰会

本报讯（秦雯）11月 6日，笔者从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动戏曲艺术繁荣发展，
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将于11
月 23日至 30日在南宁举行，届时来
自全国 21 个省区市的 48 个精彩剧
目将组成 12台专场演出，全面展示
近年来我国地方戏曲传承发展取得
的成就。

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由文化和
旅游部艺术司、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广西
戏剧院承办，将集中展示一批凝聚表
演艺术精粹、彰显古朴传统特色、坚
守艺术本体的经典戏曲作品，注重发
掘展示戏曲绝技绝活，鼓励地方特有
剧种和稀有剧种精彩亮相。展演活动

从全国100多个剧目中精选出48个
剧目（折子戏）进行 10场展演，并邀
请2场武戏折子戏进行祝贺演出，涉
及甘肃、广西、广东等全国2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43个艺术院团，涵盖
秦腔、越调、南昌采茶戏、邕剧、桂剧、
粤剧、淮海戏等40个地方戏曲剧种。
展演期间还将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研讨、讲座、交流活动，多层次、多
角度展现中国戏曲深厚的艺术底蕴和
蓬勃的时代活力。

为践行艺术为民宗旨，增强人民
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
展演活动实行惠民票价政策，每一场
展演还将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文
艺中国”快手号进行全程直播，让人民
群众“足不出户”感受戏曲艺术的魅
力，促进观演互动，拉近传统戏曲与现
代生活的距离。

荟萃21个省区市40个剧种48个剧目

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将在南宁举行

十年奋进，十年接力，内蒙古鄂尔
多斯市准格尔旗紧紧围绕文化强旗战
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好服务
群众为目标，不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全力推动文
化艺术事业提速发展。

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在准格尔旗湖东智慧公园，老人
们三五成群悠闲地打牌下棋，孩子在
游乐场中玩耍欢笑，年轻人在篮球场
上激情澎湃挥洒汗水，越来越多的居
民在舒适的文化“慢生活”中享受幸福
时光，感受岁月静好。

“都是党的政策好，以前想都不敢
想，我们身边能有这么好的公园，现在
只要有时间，我就约上老朋友来这儿
散散步、打打牌，心情愉悦了，对身体
健康也很有好处，现在的生活特别幸
福”“这个公园的各项基础设施都很完
善，不论长幼，大家都能在这里找到适
合自己的活动，如今的文化生活是越
来越丰富多彩了”……说起十年来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变化，准格尔
旗的居民纷纷表示很满意。

十年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
文化艺术中心等大型场馆在准格尔大

地拔地而起，14个苏木乡镇综合文化
站、188个嘎查村（社区）综合文化活
动中心、41个自然村文化室、60户文
化户及建设中的少儿图书馆、十二连
城遗址博物馆、沙圪堵文化活动中心
等基础文化设施构建起旗、乡、村、户
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层阵地建
得好，服务拓展不能少。准格尔旗充分
利用小区、易地搬迁移民点、景区、商
圈、企事业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建成78个小区文化活动点（小木屋）、
4个漫瀚调传习所、18个流动图书漂
流点、10处微型自助图书馆、50处“听
书墙”，不断拓展新型公共文化服务空
间。同时，准格尔旗还大力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生态文化旅游节、漫瀚调艺术
节、那达慕大会、中国农民丰收节、农
民春晚、“书香准格尔”全民阅读等群
众性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文化旅游志
愿行”“文化进万家”等流动文化服务
活动更是将丰盛的文化大餐送到老百
姓的家门口，让广大群众收获了满满
的幸福感。

文化艺术创作成果丰硕

准格尔旗文化艺术创作以漫瀚
文化为主线，本土文艺工作者为依

托，结合十年间经济社会发展，深挖
地方文化资源，创作了反映新时代准
格尔人在新农村建设道路上求新求
变感人故事的漫瀚调音乐剧《牵魂
线》、全区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
秀剧目《山那边》、漫瀚剧《海红酸海
红甜》、漫瀚调主题晚会《黄河岸边漫
瀚歌》、舞蹈《纤夫》、坐腔《黄河水绕
着准格尔流》等一批精品力作，先后
获得国家级大奖9项、自治区级大奖
35项、市级奖项55项，让传统剧目在
准格尔这片土地上久演不衰。其中，
漫瀚调音乐剧《牵魂线》入选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获得自治区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20年编
排的漫瀚调现代戏《山那边》，列入全
区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
同时，圆满完成中东欧 16个国家作
曲家来准格尔旗采风创作、“美丽草
原我的家——斐济·中国内蒙古文化
年”走进准格尔旗等文化交流活动，
全面展示了准格尔旗的历史文化，让
准格尔旗的优秀文艺作品真正地走
出去。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有效提升

十年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社

会氛围在准格尔旗愈加浓厚，文化遗
产越来越多地融入生活场景，焕发出
新的活力，绽放出新的光彩。准格尔
旗大力推进黄河沿线重要文物遗迹
的保护和利用，对十二连城乡城址城
墙、寨子圪旦边坡、王爷府、庙塔石窟
寺等文化遗产进行加固修缮，加强对
阿贵庙、马栅区委革命活动遗址展
厅、魏家峁周毛秃故居等文化旅游资
源的开发利用，让“静”的文物“活”
起来。

目前，全旗有不可移动文物220
处，其中国家级3处、自治区级11处、
市级9处。庙塔石窟寺和城塔墓群被
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二十大新发现”和“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在文物古迹进行
创新开发利用的同时，准格尔旗对非
遗文化的传承发展也迈入了从保护传
承到创新发展的进阶之路。十年来，准
格尔旗通过举办漫瀚调艺术节、漫瀚
调艺术培训班，建立漫瀚调传习所、原
生态文化保护区，整理出版《漫瀚调传
承与发展》《准格尔民歌经典》等图书
音像资料等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对漫
瀚调的传承与发展。随着传承研习队
伍逐年发展壮大，漫瀚调正成为准格
尔旗的文化地标。

本报讯（陈震）今年以来，
安徽省铜陵市充分发挥电教远
教平台效用，组织开展“光影铸
魂”红色影视播放季活动，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群众从红色影视
作品中汲取奋进力量。

铜陵市周密部署“光影铸
魂”红色影视播放季活动，通
过微信、先锋网等平台做好活
动宣传，督促基层党组织结合
实际，坚持需求导向，认真制
定播放计划，合理安排播放时
间，提高“光影铸魂”红色影视
播放季活动的知晓率和参与
度。采取准点播放和支部点单
的模式，在结合“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活动等进行集中观
看的基础上，组织各基层党支
部自主预约时间、选择影片，
组织党员观影。根据各领域党
员群众的作息时间特点，灵活
开展村（社区）“晚间”影院、假
期“观影日”、“银发”党员群众
集中观影、非公领域“餐间课
堂”集中观影、村干部上门送
影等活动。结合“七一”“中秋”
等重大节日活动，在广场、学
校、敬老院有针对性地开展观

影活动。鼓励在家安装移动宽带互联网
电视的党员群众，通过移动端远教平台

“先锋在线”栏目主动观影。活动开展以
来，已组织播放活动5000余场（次），播
放红色影视作品150余部，参与党员干
部群众10万余人（次）。

在组织开展“光影铸魂”红色影视
播放季活动的同时，铜陵市还积极开展

“观红色电影、谈心得体会”主题交流学
习活动。同时，将红色影视播放季活动
与乡村振兴、环境整治、防汛抗旱、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相结合，让党
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争先锋作表率。

古为今用，赓续中华文明
李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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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上文）国际音乐剧论坛峰
会、国际音乐剧大师课及师资实训工
作坊、音乐剧优秀论文评选、华语音乐
剧巅峰之夜演唱会、上音音乐戏剧系
建系二十周年成果汇报音乐会……11
月2日，2022年首届“上海音乐学院国
际音乐剧节”正式拉开帷幕。

据介绍，11月2日至6日，2022年
首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音乐剧节”期
间，中外著名音乐剧学者、音乐剧演
员、导演、资深制作人、评论家、媒体
人、经纪人、行业专家等音乐剧领域翘
楚，线上线下齐聚一堂，立足国际语境
和同行视角，通过高峰论坛、国际音乐
剧大师课、巅峰演唱会、高水平教学成
果展等多种形式，聚焦国际国内音乐

剧领域的学术及行业发展前沿，深入
开展学术研讨、行业互动与教学交流，
共同探讨把握国际国内音乐剧领域的
学术、科研及行业发展的趋势，在坚持
与中国音乐剧专业发展实际相结合，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展望
中国音乐剧高等教育与行业的未来发
展与行动方案。同时，为了更好地推动
音乐剧的社会普及，提升社会服务效
能，11 月 12 至 17 日期间还将举办
2022上海艺术教师音乐剧实训工作
坊，针对上海市中小学教师群体，通过
开展音乐剧课程教学和汇报音乐会成
果展示等活动服务上海城市文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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