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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墙、青砖、飘檐、瓦当、

椽梁……漫步在文化底蕴浓厚

的老街，品味一砖一石、一房一

瓦、一街一巷，聆听光阴的故事，

邂逅历史的变迁。

我国遍布着 1200余片历史

文化街区，风格各异、仪态万

千。历经岁月雕琢的寻常巷

陌、古建民居几经保护性修缮，

如今重现芳华。新业态滋养

下，老街上古典韵味与时尚创

意交相辉映，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相融共生。

修复古建要坚持
一个“真”字

来到南京老城区小西湖街

区堆草巷 33 号，青砖黛瓦的明

清建筑映入眼帘，隔着镂空花墙

和篱笆，院内花草繁茂。70多岁

的老街坊刘光纪闲坐院中，与来

往驻足的游客聊着“城南旧事”。

“自从将我们家院子修缮成

共享景观后，邻居常来家做客，

游客到此歇脚，老街区的烟火气

更旺了。”刘光纪笑着说，小小

“共享院”一年能吸引十几万游

客“打卡”。

小西湖街区是南京 28个历

史风貌区之一，曾因房屋年久失

修、房外空地私搭乱建拥挤杂

乱，居民生活不便。2015年，小

西湖街区启动修缮，充分尊重居

民意愿，实施“小尺度、渐进式”

微更新。

“老房修缮时，设计师按我

们的要求改建了露台，还保留了

我小时候种下的枇杷树。”居民

许庆深感欣慰。

经过修缮，民生改善与历史

传承相得益彰。2022年，小西湖

城市更新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近年来，各地下“绣花”功

夫，对街巷的基础设施进行保护

性修缮、对闲置的历史建筑进行

活化利用，既留住街巷肌理，又

让老街在时光流淌中芳华依旧。

走在我国保存最完整的连

排式骑楼商业街之一——福建

省泉州市中山路的古街巷陌，不

经意间一抬头，就能看见屋檐下整齐排列着造

型精美的“滴水兽”，这是典型的闽南骑楼式建筑

的排水孔。

“修复‘滴水兽’，莫不以‘传神’为要。”参与

泉州古城修复工作的杨建宗经常伏案或趴在墙

上“绣花”一整天。在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

“鸟”停在飞檐，“花”开在屋脊，“龙”盘于梁柱，诸

多镶嵌于骑楼墙上的“滴水兽”又获新生。

不同于中山路的“上妆”，北京崇雍大街选

择“卸妆”。

“以前修缮直接将水泥糊在墙面上，或刷一

层灰色涂料。”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崇雍大街整治提升工程的建筑专业负责

人孙书同与团队选择在设计上“做减法”，拆除过

去整治的“一层皮”，恢复建筑风貌多样性。

雍和宫大街修缮亮相后，不少居民点赞称：

“这才有北京味儿！”

城市更新中，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

展的关系，是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时代新课题。

“老街古建的修复要坚持一个‘真’字。”天津

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宋昆说，用“绣花”功夫，保

护古建筑、古民居真实、完整的历史信息和环境，

让每个历史痕迹和生活记忆都有生动留存。

激发老街活力要注重一个“谐”字

走进聂耳故居了解人民音乐家的成长历

程；到景星花街听民谣、吃小吃、逛夜市……昆

明老街里，一半古朴沉静，一半时尚鲜活。

一家名为“东方书店”的店铺前，别具一格

的木制匾额掩映在霓虹招牌下。这家创办于

1926年的书店保留了历史陈设：红漆剥落的木

门和雕花木窗、被旧书环绕的旋转楼梯、墙上的

黑白老照片……

“老街的历史底蕴和人文内涵与现代生活

场景和谐，新式茶饮、图书盲盒、文化沙龙更为书

店注入新活力。”东方书店现任主理人李国豪说。

老宅大院里还会“邂逅”一场表演，为旅行

增色。

传统滇中老宅有方正的天井，如一枚印章，

这一建筑风格被称为“一颗印”。夜幕降临，在昆

明保存最完整的“一颗印”式滇中老宅马家大院

里，话剧、戏曲、音乐会、脱口秀等轮番登场，游客

在亦古亦今的“时空之旅”中获

得别样体验。

老街“留下来”，更要“活起

来”。今年 2 月印发的《历史文

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

建设指南（试行）》，明确了建筑

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的要求，既

保护老建筑、又植入新功能。

如今，越来越多历史文化街

区在保持和延续风貌的基础上，

引入现代产业。

晚风徐徐，乐声悠扬，伴着

江南美景，一场老街音乐会在浙

江省湖州市小西街街区上演，音

乐人李小强拿着一把吉他弹唱，

引得不少游客围观。

几年前，李小强来此开了一

间音乐工作室。“这里浓厚的人文

气息让我迸发出许多创作灵感。”

李小强说，他还打算与街区合作，

将音乐打造成老街的特色IP，让

游客在街头巷尾偶遇现场音乐。

“咖啡馆、陶艺店等特色店

铺接续为老街‘上新’，年轻人扎

根创业，给有着千余年历史的老

街带来蓬勃生机。”湖州市文旅

集团城资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竽文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认为，如今的历史文化街区成为

人们假日出游的热门选择之一，

为解决就业、活跃市场、带动文

化旅游消费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泰宁

古城进士巷中，擂棍在擂钵中研

磨草药的声音回响不绝，“80后”

客家女李华一边手持擂棍制作

擂茶，一边给食客细细讲解。

依托当地创新“公认民养”、

社会租养等古建保护利用新模

式，李华将客家山区的擂茶“搬

进”古厝里。她说：“营业十年

来，我接待过世界各地游客，擂

茶文化得到更好传播。”

从文化艺术新地标，到茶

馆、民宿客栈等特色业态……老

街正散发出新的迷人光彩。

保持城市吸引力
要靠一个“文”字

历史街巷，承载着家乡记忆

和城市特有的文化符号。

清晨，79岁的金彭育身着一袭板正的浅灰

色西装，精神矍铄，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义务讲解

素有“世界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天津市五大道历

史文化街区。

金彭育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工作也在这

里。他义务为游客讲解超过 20年，被称为五大

道的“活字典”。“我与这些洋楼的缘分从未断过，

寄托着一辈子都割舍不下的情感。”金彭育说。

杜煜杰手拿一张老照片，携母亲和儿子重

回广州荔湾区沙面大街旧居楼前，30多年后再

拍合影时，回忆瞬间涌上心头：“我清楚地记得当

时全家人要去广州文化公园观赏菊展，出发前，

我们拍下了这张彩色合照。”

照片中杜煜杰幼时住过的尖顶红砖建筑，

至今面貌未改，但周边发展却已翻天覆地。如

今的沙面大街道路开阔、古树参天，不远处珠江

上的小艇、货轮活力满满。“沙面很时尚！”杜煜杰

自豪不已。

留存下风貌，方能守得住记忆；传承好文

脉，便能唤得起乡愁。

江西省抚州市文昌里是“东方戏圣”汤显祖

的故乡，一场《寻梦牡丹亭》实景演出正在上演。

本地演员徐叶感慨：“每当表演，我就好像身临其

境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时空穿越中感受着家

乡的文化积淀。”

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大玉认为，历史街巷

保留了传统生活的鲜活记忆，凝聚了地段的特

色风貌，更记录着城市不断演进的基因密码。

保护历史街巷的传统风貌和烟火气息，就是留

住了一座座老城的根与魂。

如今，一片片老街在传承保护中成为人们

心向往之的“打卡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条

街爱上一座城，寻着老街的文化风韵，感受城市

的品格与魅力。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 邵香云 宋为

伟宋瑞赵子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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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8日电（记者 胡璐）今天

是我国第八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

世界遗产总数达 57 项，位居世界第二。其中，

世界自然遗产 14 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4 项，

均居世界首位。

这是记者 8日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的。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的世

界自然遗产囊括了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遗

产、文化景观等以自然特征为基础的全部遗产

类型，涵盖了自然美、地质地貌和生物生态三大

突出价值，在推动全球世界自然遗产事业发展、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我国通过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不

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

整体性保护，进一步增强了遗产地的生态功

能和服务价值。

据介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包括：黄龙风

景名胜区、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武陵源风景名

胜区、云南“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中国南方喀斯特、三清山、中国丹霞、澄江化

石地、新疆天山、湖北神农架、青海可可西里、

梵净山、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一期）。

我国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包括：泰山、黄

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

（上接第一版）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木板墙、花格栅、石库门。浙江金华兰溪市

诸葛镇，近千年历史的诸葛八卦村，是迄今发现

的诸葛亮后裔最大聚居地，村内有明、清等时期

的古建筑 300多幢。

时至今日，诸葛八卦村里人人都是文保员。

甫一进村，一个大红色的上海世博会“中国

馆”微缩模型，在白墙灰瓦间格外显眼。那是孔

明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诸葛文仓创新的孔

明锁玩具。

“孔明锁制作、诸葛中医药，入选省、市级非

遗，村里的文创产品远销海外。”诸葛文仓笑着

说，“村民是古村落保护者，也是受益者。”

2006 年 6 月 10 日 ，我 国 第 一 个“ 文 化 遗 产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浙

江文化遗产保护时专门提到了八卦村：“有的新

农村恰恰是要保持历史原貌的古村落，如兰溪的

八卦村等，就是要保护它的原貌，体现它的历史

美，不能去破坏它。”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大保护

力度，加快抢救速度，切实保护好不可再生的文

化遗产。

秉持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在地方考察

时常常调研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反复叮嘱要把文

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

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2020 年 5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时

强调。

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中华

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古老典籍，在此“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

兰台洞库，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墨迹，无声讲

述着中华文明的长河浩荡。为了让很多沉睡千

年的珍贵古籍得以保藏，国家版本馆开创性地建

设了洞库以安全永久保藏珍贵版本资源。

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成勇介

绍，中国国家版本馆的规模和条件在版本保藏史

上达到新高度，截至今年 3月，共收藏版本 3200多

万册/件。

“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

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

下去。”2023 年 6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

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时强调。

76.7 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 亿件（套）国有

可移动文物……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所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不可估量。

河南安阳，在铁西路附近的一块考古工地

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50 多

名考古工作者，拿着手铲不断重复着刮面、画线

等步骤，聚精会神，小心翼翼。

王含元是一名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

的博士，去年 9 月投入殷墟考古现场发掘，“我希

望能运用所学知识，为进一步揭示、呈现、还原出

全面鲜活的商代文明贡献力量。”王含元说。

党的二十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

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 2 月 26 日，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

开放。在这座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考古类博物

馆中，近 4000 件（套）文物集中公开展示，其中 3/4

以上文物首次亮相，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

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

负责、对人民负责。”

步入四川三星堆博物馆，葱茏绿树掩映的文

物保护与修复馆内，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或手

持工具伏案修复，或盯着电脑分析数据，或围坐

在一起探讨修复方案。

“这里主要负责三星堆 6 个新‘祭祀坑’出土

文物的保护清理和修复工作。”三星堆博物馆副

馆长、文物保管部部长余健介绍。

2023 年 7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星堆博

物馆新馆考察时指出：“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

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

为功，做出更大成绩。”

“真切感受到总书记的关心，文化传承定能

后继有人。”余健颇感欣慰的是，三星堆博物馆已

有很多 90后、00后加入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

采用高分子绷带等新技术提取整根象牙；运

用 3D 打印技术，为大质量青铜文物穿上硅胶膜

制作的“软猬甲”；同位素追踪溯源技术，为文物

来源研究打开更广阔的视野……年轻人熟练运

用新科技，在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从召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到有序推

进长城、石窟寺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从南海西

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取得

新进展，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取得

新成果；从“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入选

《世界遗产名录》，到大型中医药古籍整理保护项

目《中华医藏》首批成果发布……我国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渠道和途径不断拓展。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

与发展的关系，是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直面的问题。

“大家都说天津古文化街代表了天津的‘中

式’元素。今天一看，这里的文化味、历史味和生

活味让人感到厚重而新潮。”来自河北的游客杨

小辰漫步在天津古文化街，不时举起手机记录着

这片古街区的店铺和牌楼。

2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古文化街考察

时指出，“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使其在

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

越来越多历史文化名城走向整体保护、全面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更多采用微改造的方法，下

“绣花”功夫，在城市肌理与乡土脉络中，看得见

岁月留痕，留得住文化根脉。

对河北正定古城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即切实保护好其历

史文化价值。”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的城市有许多历史记忆，特别是一些历

史悠久的老城区，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因为浮

躁、无知而破坏掉。”

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

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

…………

今天，河北正定古城展现北方雄镇风貌，北

京胡同镌刻古都记忆与浓浓乡情，“世遗之城”福

建泉州讲述包容与开放的动人故事，八廓街见证

西藏翻天覆地历史巨变……历史文脉融入现代

生活，山水人文交汇成现代宜居之地，文化自信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
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
让它发扬光大”

位于江苏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

街区，距今已有 2500 多年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代代相传，表现出的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

民族精神的一部分。”2023 年 7 月 6 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时指出。

一架绣绷、一缕丝线、一枚钢针，在平江历史

文化街区一间小店里，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

埋首锦缎，手指翻飞。8 岁随祖母学针法，15 岁受

邀到苏州刺绣博物馆参与集体创作……从事刺

绣 30多年，卢建英的一双巧手几乎没有停歇。

如今，卢建英的女儿潘乃舒也接过绣花针。

提到苏绣传承，潘乃舒说，传统苏绣因其独特的

手工技艺有别于批量生产的机绣，“其不变的本

质就是匠心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

分发挥作用。”

一条大河沟通南北，一条视频贯通古今——

从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浙江杭州出发，穿过拱

宸桥桥洞，又进入乌篷船，来到河南洛阳回洛仓，

这是运河边古代粮仓的遗址，观众突然感觉像坐

电梯一样快速下降，“掉”进了粮仓，现场一阵惊

呼……

“这是博物馆里最受欢迎的裸眼 3D 体验项

目。”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说，

“5 分 钟 的 视 频 ，千 里 运 河 画 卷 近 在 咫 尺 ，两 岸

烟火气息触手可及，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全新

生命力。”

2023 年 9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绍

兴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文化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

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

风貌。”

“原来我们每天喝的、用的水，有一部分是来

自大运河！”在参加浙东运河博物馆组织的研学

后，绍兴市紫薇小学六年级学生徐浩轩有了这个

新发现，决定要努力保护运河。

今年以来，浙东运河博物馆与绍兴的大中小

学开启馆校合作，将馆内展陈和古运河场景有效

融合，将博物馆打造成“行走的思政课堂”，为运河

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新载体、新平台。

保护第一，传承优先，文化遗产在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走进江西景德镇，这里有“陶阳十三里，烟火

十万家”的繁盛，有“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的

熙攘。

在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传承人孙立新

在向游客展示独特的手工制瓷技艺。在他手中，

寥寥数笔，一两分钟的时间，一个生动的绘画作

品就呈现在陶坯上，栩栩如生。

“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

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2023 年

10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调研时

强调。

如今行走在这座千年瓷都里，总能看到年轻

人的身影。国画专业毕业的魏荣荣，让敦煌壁画

上的人物“飞”到了小小茶碗之上；留学归来的吕

雅婷不断改良设计和机器工艺，让制瓷工序繁琐

的玲珑瓷实现工艺革新；90 后小伙孟铃烁依托古

瓷灵感研发各类文创产品，销往日本、韩国、新加

坡等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这地方，打擂茶用的是花椒棒，吃米粉泡的

是牛肉汤……”湖南常德河街的鸳鸯走马楼里，

常德丝弦青年传承人李庭婷唱起《常德是个好地

方》，闻声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19 日到常德市考察调研。

在常德河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常德是有文化

传承的地方，这里的丝弦、高腔、号子等要以适当

载体传承好利用好，与时俱进发展好。”

“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坚持，也将一如既往坚

持的事情。”说起常德丝弦的传承与创新，李庭婷

有讲不完的故事。

面向年轻人，李庭婷将常德丝弦和长沙弹

词、中国风流行音乐，甚至与粗犷的陕北说书结

合，在社交平台广受好评；面向中老年人，武陵区

文化馆开设 3 个常德丝弦班，国家级常德丝弦非

遗传承人谌晓辉授课，人气很旺。

更好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还要营造传承中华

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

泼泼地融入时代，文化创造便汩汩而出——

在广东，有 1600 多年历史的潮州古城保留着

传统的社区结构、民俗民风，潮州菜、工夫茶、潮

剧融于居民日常生活，“活态传承”中千年古城焕

发新的生机；

在山东，一座座乡村博物馆拔地而起，铁锹、

草耙、扁担，学生体验用农耕工具种植庄稼，历史

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在陕西，许多年轻人身着襦裙，头发用簪子

高高盘起，流连于西安大雁塔下，中华传统服饰

掀起流行热潮……

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

“诗词热”兴起，传统文化点亮群众幸福生活。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让中华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贡献了重

要力量。

“让人类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
造福更多民众，让世界更加美好”

近日，前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紫禁城与

凡尔赛宫——17、18 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的观

众络绎不绝。

展厅里，一个奢华的铜鎏金底座上，放置着

一件布满开片铁线纹的瓷器——这是青釉香水

瓶。产自江西景德镇的瓷瓶传至欧洲后，由巴黎

铸造匠改造成香水瓶。这种创新之举，在中法文

化交流碰撞过程中屡见不鲜。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当地时间 5月 6日，法国巴黎爱丽舍宫。习近

平主席将一本 1963 年版的《简明法汉词典》赠送

给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总统送的，是一本

1742年出版的《汉法词典》。

习近平主席轻轻翻开书页：“非常珍贵，里面

还有很多中国古籍的名字。”

回望历史深处的泱泱文脉，亚欧大陆上的

东西方文明互鉴，带来思想激荡，更拉近了心的

距离。

去年 4月 7日，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广东广州松园举行非正式会晤，循着《高山流

水》悠远婉转的琴声，两国元首来到白云厅，听千

年古琴奏千年绝唱，品千年茶韵论千年兴替。

茶和天下。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福

州茉莉花茶、福鼎白茶、武夷山正山小种……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习近平主席送出

的国礼，正是一套富有福建文化特色的茶礼盒。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亲自担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播者，让中华瑰宝名扬天下，把中国

故事告诉世界——

在秘鲁国家考古人类学历史博物馆，指着秦

朝兵马俑自豪介绍：“这件文物来自中华文明的

发源地，陕西。也是我的老家。”

在湖北省博物馆，同外方领导人共同聆听曾

侯乙编钟的悦耳之音。

…………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福建福州东郊，鼓山之北，沿着盘山公路蜿

蜒而上，便来到了草木繁盛、清凉宜人的鼓岭。

“1992 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鼓岭，帮助

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2023 年 6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向在福州举办的“鼓岭缘”中美民

间友好论坛致贺信。习近平主席强调：“希望大

家把鼓岭故事和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让中美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茁壮

成长，生生不息。”

鼓岭故事有着跨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

继续发掘研究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向中外民众讲

好鼓岭故事具有重要意义。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鼓岭文化研究专家林

轶南带领团队完成了“鼓岭家·谱”系统的搭建。

如今，寻根系统基本涵盖了来过福州的美国传教

士和商人，帮助更多中外家庭在寻根系统上追溯

家族历史、接续友谊。

目前，福州正在建设鼓岭故事沉浸式体验馆

和鼓岭历史建筑展示馆，并将在馆内开设互联网

寻根入口，方便海外侨胞查询家族信息。

璀璨的中国文化遗产，正作为“外交使者”

“国家名片”，日益成为中华文化的承载者和传

播者。

剪纸的精巧、茶艺的雅致、陶笛的悠扬……5

月的黑龙江嫩江市，达子香花正漫山盛放。160

名俄罗斯青少年及家长踏上这片芬芳的土地，借

研学之旅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双方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项

目，进一步释放两国文化合作潜力，共同开创中

俄文化交流的新未来。”5 月 16 日，习近平主席和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

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 75 周年专场音

乐会并致辞时指出。

绘画社活动中，俄罗斯青少年们为中国脸谱上

色。勾画描摹间，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跃然纸上。

“我们希望让俄罗斯的小朋友们更深入地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指导教师徐伟说，这不

仅是一次艺术的交流，更是一次心灵的沟通。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要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加

强文化交流，倡导文化平等，保护文化遗产，推动

文化创新，加强文化合作，让人类创造的丰富多

彩的文化造福更多民众，让世界更加美好。”习近

平总书记思虑深远。

2023 年 12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向首届“良渚

论坛”致贺信，指出“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

互成就”。真诚希冀，令现场中外嘉宾心潮澎湃。

红海之滨，中沙联合考古队“唤醒”沉睡千年

的历史遗迹，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提供了考

古实物资料；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中埃联合考

古队让神庙实地景象和出土文物重现于世人面

前……

中国同各国携手，积极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

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

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大道致远，海纳百川。

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和亲自推动下，我

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更加健全、保护对象更加

丰富、保护制度更加有力，守护传承中华文化的

氛围更加浓厚，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新时代的中国，不断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

明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

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共绘

人类文明壮丽画卷！

（人民日报记者 李卓尔 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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