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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实施荆楚文脉赓续、文旅产业倍增等九大工程——

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 海冰鄂文旅

多彩齐鲁入画来
——山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观察

编辑 王丽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司法部部署措施

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稳定

千余位国际参展商

参加2024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加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

司法保护倡议书》在武汉发布

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

全链条整治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本报讯（樊邦平 白川东）日前，四
川省委组织部在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
王坪村举行红色村党组织“书记龙门
阵”主题坝坝会，参与活动的红色村党
组织书记围绕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地
方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基层党组织
建设等话题展开交流探讨。这是四川
首次举行红色村党组织“书记龙门阵”
主题坝坝会活动。

2020年以来，中央组织部、财政部
分3批先后确定四川86个村开展红色
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此次参与坝坝会
的均为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党组
织书记。

坝坝会上，巴中市巴州区大和乡界
牌村党总支书记李荣华、资阳市安岳县
通贤镇文寨村党总支书记刘辅等红色

村党组织书记围绕“点燃红色引擎，绘
就新村画卷”主题，分享交流如何建强
村党组织、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发展村
集体经济等有效做法和心得体会，并就
村庄规划建设、讲好红色故事、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等具体问题逐一回答红色
村党组织书记代表的提问。

省委组织部相关处室负责人介
绍，举办“书记龙门阵”主题坝坝会，既
为86个红色村搭建交流学习平台，也
推动大家聚焦试点主要内容，进一步
深化认识、理清思路、增添举措，切实
把红色村建设成为引领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红色地标。下一步，四川将持续
发挥组织优势，积极为86个红色村赋
能，用好用活各类资源，推动红色村实
现高质量发展。

近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政府
大院在网上“火”了。这个大院不仅长
期不设门禁，还向群众开放停车位和
食堂。当地网友说“比自家小区还容易
进出”，引得外地网友频频点赞留言。
这个大院不仅是舒城县委、县政府的
办公地点，县人大、政协也设在院内。
有的群众是前来办事，有的是去食堂，
有的是为停车，有的只是借用卫生间。
自由进出并没有让这个大院变得喧
闹，大伙儿都注意保持安静，有序
停车。

编辑点评：近年来，一些乡镇政府
大院敞开大门，让农民晾晒粮食，守护
群众的“粮袋子”；也有一些乡镇政府、
县政府大院在重要节日期间向游客开
放停车场、洗手间等，并因此“出圈”。
相比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舒城
县政府大院坚持常态化开放，食堂、厕
所长期供群众使用，且群众自由停车
不收费，彰显了浓浓的为民情怀。

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就应努力
践行亲民、便民、为民的服务宗旨。政
府大院“随便进”，是构建政府与群众
融洽关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的有益尝试，有助于打造服务型政府、
亲民型政府，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赢得
群众的好感。同时，让群众入内就餐、
停车、如厕等，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
共资源的社会效益。

当然，政府大院“随便进”也要有
边界。据报道，舒城县政府大院能“随
便进”，办公大楼却不能。因所处位置
或级别不同，政府大院对安全、保密等
方面的要求不同，何况，并非所有政府
大院都有条件让群众随便进出、就餐、
停车、如厕，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同时，
政府大院“随便进”，要以维护好大院
的正常秩序为前提。开放的政府大院
赋予群众方便，让群众充分感受到政
府部门的诚意与担当，而群众也应自
觉展现文明素养，以文明有序保障政
府大院“随便进”常态持久。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11月22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
馆承办的纪念罗广斌同志诞辰100周年
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

罗广斌是长篇小说《红岩》的第一
作者，是红岩精神的见证者、践行者、
传播者。《红岩》一经问世就引起强烈
反响，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在新中国的历史记忆和精神生活中永

放光芒。
与会者表示，要学习罗广斌同志

的革命信念和艺术追求，勇攀文学高
峰。要弘扬红岩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高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火炬，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要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新征程上贡献文学力量。

新华社南京11月 22日电（记者
蒋芳 邱冰清）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
发生87周年，也是国家公祭日设立10
周年。记者22日从江苏省委宣传部召
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12月13日前
后，江苏将组织开展以“勿忘国耻、圆
梦中华”为主题的19项活动。

12月13日上午10时，我国将在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
会广场举行国家公祭仪式。

公祭日前后，江苏省有关部门将组
织开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走访慰问、国
家公祭公开课等12项宣传教育活动。

公祭日当天，除了举行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外，同时安排
了7项悼念纪念活动：一是举行升国
旗、下半旗仪式；二是南京市各区同步
举行悼念活动；三是全国抗战主题纪

念（博物）馆同步举行悼念活动；四是
开展国家公祭日海外同步悼念活动；
五是举行主题网络云班会；六是组织

“世界和平法会”；七是举办“烛光祭·
国际和平集会”活动。

2014年，我国以立法形式将“12·
13”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今年，国家公祭日系列活动将围
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突出和平主
题，通过组织开展“紫金草行动”、“和
平许愿墙”签名悼念活动、“和平之夜”
接力诵读活动等，表达牢记历史、不忘
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祈愿。

此外，南京大屠杀史最新学术成
果也将集中推出，包括举办“抗战胜利
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回顾与检
讨”专题学术报告会、“永恒的记忆”南
京大屠杀文献资料展等。

马拉松跑出
全民健身
“加速度”

由中国田径协会认
证、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 2024 广安马拉
松比赛于 11 月 23 日在广
安举行。赛事以“共富思
源，奔跑广安”为主题，设
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及
欢乐跑三个竞赛项目，来
自国内外超 1.5 万名参赛
选手奔跑在小平故里，跑
出了全民健身“加速度”。
图为比赛现场。

邱海鹰刘南贤 摄

11月4日至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
调，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加
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

湖北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6473处，世界文化遗
产3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座，拥有博物馆241家，
文物藏品数量达 250 万件套，是名副其实的文物
大省。

连日来，湖北省文旅系统牢记嘱托，围绕重大使
命强化责任担当，以时不我待的姿态，从全省全局统
筹规划，创新、扎实地推进各方面工作。

保护为先 守好中华文化瑰宝

悠悠荆楚，辉煌灿烂。
11月9日上午8时，“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

进程研究课题推进会准时开始。
来自长江中游五省的25个考古项目依次汇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等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文化工作的最新指示，让
我们的劲头更足了。”

据悉，在多学科联合攻关下，该课题在青铜文
明、秦汉文化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并成功举办长江
中游文明研究成果展、长江中游商代陶器展。

守护文化根脉，容不得丝毫懈怠。
11月8日，在省博文保中心修复室，陈亦奇在楚

式漆器修复技艺传承人杜道子的指导下，一丝不苟地
修复着漆器。这名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年轻文保工
作者，除苦练传统技艺外，还将现代科技应用到文物
保护中。另一侧，省博物馆策展团队加班加点，为首次

推出的“湖北通史展”做扫尾冲刺。省博物馆馆长张晓
云说：“把中华文明瑰宝保护好，我们责无旁贷，湖北
通史展会让大家重新认识湖北，认识中国。”

长江文化研究院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聚焦系统
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联动高校、
科研机构、文博单位等，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赓
续千年文脉。

十堰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吴善宏介绍，省政府
公布了八批次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与建设
控制地带，文物保护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该市研发上
线的文物安全巡查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全市文物
安全防护能力。对遇真宫、元和观、隐仙岩等古建筑
实施了修缮和保护，保持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原真性
和完整性。

“湖北地下与地上的宝贝很多很珍贵，我们要保
护好、管理好、研究好、阐释好，夯实传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硬支撑。”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结合全国文物四普工作，全面摸清家底，持续
开展学堂梁子遗址、屈家岭遗址、盘龙城遗址等代表
性遗存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推进红
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一批重点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

活化利用 让文化遗产绽放新光彩

今年是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眼下，工作人
员紧锣密鼓地筹备年度大展。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
长万琳说，博物院致力于遗址保护与展示相融合，使
遗址公园和博物院“常看常新”，走出遗址类博物馆

发展的新道路。
无独有偶，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运用了

多媒体、沉浸式AR、地踩屏和全息技术手段，让沉睡
的文物“活”起来。黄石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肖婷表
示，新馆实现文物保护、旅游、教育等多元融合，让文
化遗产焕发新活力，游客数量直线上升。

随着一批批遗址旅游景区建成，屈家岭遗址、明
楚王墓、唐崖土司城等荆楚先民留下的丰赡遗产，正
不断融入当下生活。

文物“活”起来，定会“火”起来。
为此，各地充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让文物

进校园、进社区，推进博物馆研学、考古研学等活动。
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启动

“繁星计划”，运用数字化手段，让县市中小博物馆的
文物活起来。十堰市实施“历史名人活化工程”和“历
史文化活化工程”，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津
古城建设写生基地，已成为湖北高校艺术生重要的
写生基地。全省各地博物馆、文化企业打造一批具有
湖北特色的精品文创产品、旅游商品，梁庄王妃“同
款”首饰、越王勾践剑毛绒版、编钟卤蛋牛肉面等一
批好看、好玩、好吃的文创产品持续破层出圈，销售
火爆。

以文促旅 知音湖北遇见无处不在

为了一个馆，奔赴一座城。
数据显示，10月1—7日，全省各级博物馆共接

待游客253.52万人次，比2023年中秋国庆期间接待
游客增长34.92%。 （下转2版）

黄河在山东境内绵延628公里，滋养着广袤的
齐鲁大地。记者近日在山东多地沿黄河行进采访时
发现，作为黄河流域唯一河海交汇区，山东奋力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逐渐绘出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产业发展稳中提质的新画卷。

绿色先行，擦亮生态底色

眼下，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值
候鸟迁徙季。置身在“鸟类国际机场”，放眼望去，丰
茂的滩涂绿地之上盘旋着不少进出港的“候鸟机
队”。如今，超1600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其中，濒危
鸟类东方白鹳今年成功繁殖202巢。候鸟不远万里
来到黄河口，背后是保护区在环境修复方面下足了
功夫。

保护区规划建设科负责人周立城介绍，近年来，
保护区生态补水突破5.3亿立方米，修复盐地碱蓬约
5.2万亩，“原先的光板地、盐碱滩，变成了水草丰茂、
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大湿地”。

作为黄河中下游最大的湖泊，东平湖是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的重要节点。“东平湖上竿连竿，只见箱
围不见湖。”曾经的东平湖面多是网箱网围、餐饮船
只。面对这一挑战，东平县持续谋划生态向好的“变
形计”：修复湿地3.4万亩，清除网箱网围12.6万亩，
清理“三无”船只2105艘。

“如今的东平湖鸥翔水美。”东平湖管理委员会

党委副书记张松说，目前东平湖水质稳定在地表水
Ⅲ类标准以上，东平湖自然保护区已有野生动物788
种，针鱼等稀有鱼种日渐增多。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侯翠荣介绍，2023年，山
东省黄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100%，五类及以下水
体动态清零，黄河干流全线保持Ⅱ类水质。

低碳向新，推动产业转型

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中唯一支持设立的实体性新区，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起步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在黄河北岸，一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正逐步成
形。济南起步区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项目2023年生
产整车24万辆，与之配套的比亚迪动力电池等零部
件项目陆续投产。项目的高速发展带动近400家上
下游企业聚集，推动起步区形成了从零部件供应到
整车制造的完整产业生态。

产业链条竞高端，生产模式向低碳。在老工业城
市淄博，工业尾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捕集、液化，通过
管道输送到胜利油田多个区块，被注入地下用于驱
油。作为国内首个百万吨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工
程，“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级CCUS项目”可
实现年增油20万吨以上，年封存二氧化碳能力达百
万吨级，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山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10.5%，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9.5%，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投资同比
增长8.4%。

延续文脉，文化浸润人心

整理衣冠、鞠躬行礼，祭拜间感悟礼乐之美；戴
上混合现实（MR）眼镜，深度游历，感受儒学之韵。

作为山东黄河文化旅游带的一张亮眼名片，古
色古香的曲阜三孔景区在历史底蕴与现代科技交融
的推动下，展现清新活力，“跟着孔子去旅行”成为更
多游客假日出行的选择。景区在今年国庆节期间共
接待游客47.3万人次，同比增长4.3%。

在源泉镇的焦裕禄纪念馆内，焦裕禄同志的
感人事迹触动着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历久弥新的
焦裕禄精神鼓舞着人们，也带动了当地发展，成为
源泉镇文旅产业的“红色招牌”。2023年，源泉镇通
过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实现旅游增收 900 万元。当
地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一村一品”多元化村庄业
态，每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辐射带动 10余个村
庄增收。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蒋庆鹏介绍，山东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沿黄河文化体验廊道，加
快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并策划实施群众性
小戏小剧创演等活动，让黄河文化惠民富民育民。

（新华社周昊瑾）

政府大院“随便进”，
文明有序是保障

四川首次举行红色村党组织“书记龙门阵”

纪念罗广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国家公祭日设立10周年
江苏将举行系列主题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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