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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

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28日公布，
北京市朝阳区等104地入选

43个城市试点低效用地再开发，
盘活的空间资源更多用于民生和实体经济发展

“村BA”总决赛广东沙溪镇代表队夺冠

川渝联手打造一体化网络安全产业高地

2023哈尔滨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2023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节”
将于11月1日启动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 谢希瑶）
为进一步便利社区居民生活，商务部将组织开
展“2023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节”，推动品质
商品、绿色智能家电、家居焕新、餐饮服务、汽
车展销、再生资源回收进社区，活动时间为
2023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

商务部27日公布组织开展“2023全国一
刻钟便民生活节”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活动
以“百城千圈联动 便利美好生活”为口号，按
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多方联动、居民受
益”方式，广泛调动各类主体参与，切实增强社
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通知提出，推动品质商品进社区，鼓励聚焦
老字号、国潮商品、进口商品、文创产品等，在社
区开展巡回展、嘉年华、文化周等形式多样的展
示展销活动；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进社区，鼓励在
社区举办家电促销活动，通过政府支持、企业促
销等方式，推进绿色智能家电以旧换新；推动家
居焕新进社区，鼓励家居卖场、家居产品和家装
企业、电商平台，在社区组织开展优惠促销活
动；推动餐饮服务进社区，鼓励发放社区餐饮消
费券、优惠券，开展美食节、美食汇、美食大赛等
各具特色的体验活动和老年助餐服务；推动汽
车展销进社区，鼓励在有条件的社区开展汽车
展示展销、体验试驾等活动；推动再生资源回收
进社区，鼓励在社区设置废旧家电家具等临时
存放点，方便居民装修、搬家。

据了解，活动鼓励便民生活圈前三批150
个试点城市2973个便民生活圈行动起来，自
主确定活动内容和举办时间，因地制宜开展便
民服务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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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是600余年历史的古城墙，远眺是高
楼林立的繁华都市，俯瞰是熙熙攘攘的人间烟
火……已无数次登上西安城墙的讲解员马潘，
仍不住感慨：“城墙见证了历史文化绵延不绝，
参与了地方发展与时俱进。”

悠悠文脉，弦歌不辍。陕西，古老与现代贯
通，厚重与时尚相融，以丰富多姿的样貌呈现
于世。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
强调，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
之一。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厚植文化根基，勇立发展潮头，陕西不断加
快构建支撑有力的文化建设体系，一幅文化赋
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在三秦大地铺展。

以文兴业
赋予发展新动能

来到西安，巴西青年安安时常身着传统汉
服，漫步于现代城市的街头。这般“穿越”的奇
妙感受令他着迷。

周礼秦制、唐风汉韵。古今交融之地，传统
亦是时尚。以文兴业，气象万千——

西安大唐不夜城，从写满诗词的灯饰下穿
行，与唐装“仕女”擦肩而过，“李白”正于灯火
阑珊处邀游客吟诗作对。走进“长安十二时辰”
主题街区，恍若梦回大唐，数十台唐文化主题
演艺一步一景。历史文化融入主题演艺，文旅
消费活力激增。

秦巴山区，藤蔓、竹条在非遗传承人翻飞
的手指间变成精致箱包，销往海内外。昔日山
里人的小买卖，如今变身大产业，国家级非遗
汉中藤编技艺年产值过亿元。

巍巍宝塔山下，“小小讲解员”童声嘹亮，

讲述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中秋国庆假期，
445处革命旧址游人如织，红色舞台剧一票
难求。

陕西富集的文化资源正转化为发展优势。
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接待国内旅游
人数58609.76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283.9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4.57%、109.37%。

“找到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赓续文脉
中不断探索文化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
合。”陕西省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刘
宁说。

见微知著。“对于一家内容创作的科技公
司而言，文化是不竭的灵感源泉。”站在写字楼
远眺大雁塔，西安雷霆创享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安彤磊有感而发。这家坐落于西安曲江
新区的初创文化科技公司，从传统文化中寻找
创作灵感，不到5年时间，实现年产值突破千
万元。

曲江流饮、雁塔题名……昔日文人墨客流
连的曲江池畔，一个现代文化产业高地正在崛
起。西安曲江新区加速打造千亿产业集群，“文
化+旅游”“文化+科技”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持续挖掘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更新文化产业
门类。”西安曲江新区党工委委员寇雅玲说。

2023年上半年，陕西1630家规模以上文
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73.24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9%。锚定万亿级文旅产业
目标，陕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数字赋
能、金融支撑，助推文旅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以文惠民
精神富足增进民生福祉

榆林市佳县赤牛坬村里，村民们换上行
头，烧灶头、推碾子，把“农耕记忆”变成致富资
源。原生态实景演艺《高高山上一头牛》7年间

演出1300余场，每年数以十万计的游客纷至
沓来。

600多公里外，秦岭脚下的西安市鄠邑区
蔡家坡村，乡土变为艺术空间，田野化为展演
现场，交响乐、秦腔、戏剧，接续响彻田间。农民
丰收后的笑脸被绘入主题壁画，废弃的秸秆组
成大地画幅。

在转变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中，老百
姓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参与者和受益者。陕西
省文化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孙辉说，通过
兴建场馆、聚集文艺人才、创新组织服务形式，
推动文化惠民从“送文化”“种文化”到“兴文
化”的转变。

267座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60余项文物
数字化项目和143家博物馆数字化网络虚拟
馆上线运行……得益于一系列惠民举措，在陕
西，群众接受传统文化精神滋养渐成潮流。

获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
话剧《路遥》正在进行第四轮巡演；西安话剧院
创排的话剧《延水谣》今年9月首演；陕北民歌
博物馆里，一首首曲调唱出表里山河……透过
一部部作品，时代风貌得以淋漓表达。

“80多年前文艺工作者集聚延安，‘为抗
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如今《延水谣》
等作品展现文艺与信仰的力量。”西安话剧院
院长任雪迎说。

西安市鄠邑区委书记李化说，在秦岭山下
喝咖啡、在麦田里听音乐会成为乡村生活的新
常态，文化魅力已然变成发展动力。

以文架桥
根植文脉联接世界

千百年来，始于长安城的古丝绸之路上使
者相望于道，见证文明交融。而今，在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推动下，陕西正以文化为纽带，以
开放、包容之姿拥抱世界。

联合考古延展千年丝路情。从2009年起，
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带领团队多次往返于丝
路古道，与中亚国家开展联合考古，发现重要
文化遗存，唤醒了丝路沿线人民共同的历史记
忆与情感。

今年4月，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在西安
成立，各方将围绕“人类探源”“文明起源”“丝
绸之路”等主题实施合作考古，挖掘亚洲文化
内涵。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愈发紧密。

旅游合作创造共赢新机遇。今年4月 29
日，33人旅行团从西安出发飞往乌兹别克斯
坦。自此，每周都有三四个旅行团从西安和成
都前往中亚。

“旅游合作已不局限于线路考察推介和互
送游客，中亚国家的同仁希望与我们在旅游标
准化建设、服务质量提升、中文导游培养等方
面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陕西旅游集团副
总经理赵月望说。

人文交流搭建民心相通桥梁。“西安多元
文化交融。”克罗地亚知名演员和制片人维托
米拉·隆查尔说。2016年，她和丈夫伊维萨·西
米奇选择在西安生活，并在海外社交媒体账号
上分享，展现真实的中国。

从外国人到外企，再到社会团体、政府组
织，以文化人、以文会友的陕西朋友圈不断扩
大。目前，陕西国际友城遍布全球五大洲41个
国家，数量达108个。丝绸之路旅游博览会、国
际电影节、国际艺术节轮番登场……

今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
中，中方邀请中亚五国参与实施“文化丝路”计
划，各相关方将积极推动互设文化中心、启动
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暨中国—中
亚青年艺术节等，一幅文明互鉴的多彩图景已
然绘就。

泱泱华夏，亘古江河；楮墨流辉，万里同
风。古丝路起点正将新时代中国的故事讲给
世界。 （新华社沈虹冰陈晨蔡馨逸）

陕西：以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从严监管
织好鸟类“保护网”

每年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大批候鸟沿
我国海岸线向南迁移。最近，有媒体记者与爱
鸟人士经过多日暗访调查发现，在山东长岛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岛上，山林遍布细密
捕鸟网，鹰、隼、鸮等保护动物频频触网被活
捉或丧命，部分鸟类被捕后被当场肢解，地上
残留着鸟类头部、翅膀和尾羽等。在暗访调查
中，爱鸟人士从捕鸟网中救下多只短耳鸮、红
角鸮、领角鸮、游隼、云雀和雀鹰等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编辑点评：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生
存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到一些人
随意捕杀鸟类等行为上，有专家曾多次科普，
捕杀行为，将会使得鸟类栖息地尤其是生态
旅游目的地在多年后无鸟可栖，危害生态平
衡；鸟类对农林牧业有积极作用，鸟类种群被
过度捕杀，会引发蝗灾等次生灾害，等等。因
此，捕杀鸟类者必须住手。

对于随意捕杀鸟类等违法行为，各地相关
部门一要通过强化普法宣传等手段，提高公众
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做到不捕杀、不贩卖、不
消费鸟类等野生动物。这种宣传，既要包括捕
杀销售鸟类是违法行为，还要包括捕杀鸟类的
危害，要落细落小落实；二要建立更加完善的
监管机制，做好执法蹲守，布设视频监控、红外
相机等，以消除人工巡查盲区；三要提高行政
处罚力度，让捕鸟人得不偿失，不再铤而走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坚决防止
大拆大建、拆真建假

新华社南京10月 27日电（记者 杨绍功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要在“真保护”
上下功夫，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把资源普
查、规划编制、修复修缮工作干实在，坚决防止
大拆大建、拆真建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在江苏省苏州市
召开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现场
会。会议要求，强化责任，狠下功夫，推动城
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不断取得
新成效。笔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已有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87个，形成了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综合、最完整、最
系统的载体。 （下转2版）

近日，河南信阳一高校宿管阿姨开设的
“缝缝补补小课堂”开课，手把手教学生“针线
活”。宿管刘阿姨称，开设这个小课堂，既是为
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也是为让大家学习
到一项生活小技能。参加学习的学生王佳表
示，宿管阿姨的教导很耐心，学到的缝补技能
可以让自己在生活中解决很多问题。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
句话曾是物资匮乏的年代，许多家庭穿衣的
写照，也是很多成年人心中珍藏的一份记
忆。尽管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衣着档次
不断提高，“缝缝补补”在很多家庭已显得没

有必要了，但其本身蕴含的节俭理念，永远
不会过时。

具体而言，这个小课堂有助于让学生传
承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一粥一饭，当思来
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衣服掉了纽扣、裤子撕开了口，
这都是常有的事。如果仅仅因为衣服掉了纽
扣、裤子撕开了口，就把衣服或裤子“一扔了
之”，这无疑是一种浪费。毕竟，衣服纽扣掉
了，裤子撕开了口，缝补之后照样能穿。“缝缝
补补小课堂”的珍贵就在于，能够让学生从一
针一线中唤醒心中的节俭意识。

“缝缝补补小课堂”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
力。揆诸现实，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不
少老师和家长过多重视智力培养，对学生的
动手能力培养重视度不算高，进而导致了一
些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信阳这所高校

宿管阿姨开设的“缝缝补补小课堂”，毫无疑
问，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大有裨益。这种动
手能力，也会在更多生活场景中延伸，继而助
推学生的生活能力得以提升。

此外，劳动教育要从身边琐事抓起。劳动
教育是培养学生奋斗精神的重要途径。但劳
动教育是一个宏大的体系，也是一种开放的
范畴。劳动教育无论怎么开展，都要面对生活
的烟火，都需要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换言
之，生活即教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阐
述的意义就在于此。“缝缝补补小课堂”告诉
我们，劳动教育应该立足于生活实际，让学生
在寻常的生活场景中，捕捉到劳动的乐趣，这
也许才是劳动教育最美的底色。

希望越来越多的学校能开设这类小课
堂，让劳动教育不再千篇一律、缺乏新意，而
是更贴近生活、更接地气。

首批全国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公布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
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
合印发通知，确定了首批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试点名单，公布北京市平谷区、门头沟
区，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保定市阜平县、雄安
新区雄县，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湖州市吴兴
区，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拉萨市达孜区
等63个县（市、区）为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试点。

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文化和旅游、教育、自
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关于推动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多措并举加
大对试点地区的政策扶持和工作指导力度，推
动试点地区围绕创意设计、演出、音乐、美术、
手工艺、数字文化、特色文化、文旅融合等重点
领域，在体制机制、发展举措、产业导入、政策
保障等方面先行先试。要加强试点经验总结推
广，不断发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社会效
益，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
动文化和旅游项目建设运营，提升公共服务设
施效能，统筹利用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积极
探索文化和旅游产业用地模式，不断培育乡村
发展新动能。试点地区要充分发挥县域统筹规
划、资源配置作用，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改革
创新，按照试点工作方案和重点任务，积极探
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及时总结经
验和问题。

今年1月，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计划，根据《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的意见》部署，文化和旅游部等决定
联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
并制定《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方
案》。在此基础上，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首批
试点名单。 （《中国文化报》程晓刚）

“缝缝补补小课堂”传递多重价值
◎ 樊树林

近年来，福州市聚焦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创新实施城市水系治理工程，建设绿色低碳生态友好的“千园之城”，让市民和
海内外游客感受有“福”之州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日前，福州被授予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是全球5个被授予这一荣誉的城市之一。图为秋
日的福州，四处绿意盎然、生机勃发。 谢贵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