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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文化遗
产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被不断激活，一
幅古今辉映、气势恢宏的新时代文化长
卷徐徐展开。

让中华文脉绵延赓续、文明薪火代代
相传，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引，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历史文化遗
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保护：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
产精心守护好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平
遥古城，自迎薰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
瞰全貌。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
属于子孙万代。”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
述给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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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考察时总是不忘调研当地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反复叮嘱要把文化
遗产保护好。这充分展现了总书记强烈
的历史担当、深沉的文化情怀，宣示了我
们党对待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

在古都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
文化遗产”。重回福州三坊七巷，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
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
代的宝贵资源，必须始终把保护放在第
一位。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
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星散在中华大地
上、绵延于岁月长河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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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心怀敬畏，精心守护，
把历史文化遗产完整交给后人。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传统与
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是文化遗
产保护必须直面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处理好城市改
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
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

统筹好保护与发展，要把老城区改
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
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

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
融为一体。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
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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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要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保
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是非遗大国，从传统技艺到传
统礼仪、节庆，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当代的活态呈现。

潮绣、潮瓷、潮剧、潮州菜……古城
潮州拥有丰厚非遗资源。2020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指出，要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
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
加迷人的光彩。

非遗保护，关键在人。目前，文化和
旅游部认定5批3068名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各省区市公布1.6万多名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他们身负各式绝活，在城
市、在乡间心无旁骛、坚守匠心。与此同
时，我们乐见非遗课程走进更多学校，培
养青年人才，为非遗保护注入青春力量。

传承：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
慧告诉人们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
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2023年9
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浙江绍
兴的浙东运河文化园，叮嘱要好好挖
掘大运河文化，统筹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

文脉与水脉相连。千年水脉流淌至
今，是因为有一代代人的持续呵护和接
续建设。当代中国作为历史中国的延续
和发展，也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
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
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规
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文物说话、把
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挖掘文物和文化遗
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
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为更
好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指明方向。

更好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要始终让
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幅
幅图片、一件件文物，全方位、全过程、全
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
历程。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发挥好革命文
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通过历史文
化遗产，人们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只有
不断提高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挖
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它们背
后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更好呈现出来，
拓展人们感知历史文化的渠道和深度，
才能令文明薪火生生不息。

更好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要传
承遗产本身，也要传承其中蕴含的中国
智慧与中国精神。

静静伫立千年，莫高窟见证文明沧
桑。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
研究院座谈时强调，既要深入挖掘敦煌
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
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
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物质有形，精神不朽。在甲骨书简
上感受“弦歌不绝”的传承，在经史子集
里激荡“经世致用”的情怀，在水墨丹青
中品味“宁静致远”的风韵……历史文化
遗产蕴含丰厚精神财富，越能从中汲取
精华和智慧、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神标识，就越能在更高层次礼敬
中华文明、延续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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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
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
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时
的一席话，发人深省。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到五
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再到《中国国
宝大会》《唐宫夜宴》等电视节目的涌
现……新时代以来，我国着力营造传
承中华文明的社会氛围。当传承历史
文脉成为社会共识，当越来越多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认识认同历史文化遗产
的魅力和价值，我们的瑰宝才能所托
有人、代代相传。

利用：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
活的连接点

因瓷而生、因瓷而兴，千年瓷都景德
镇在泥与火的交融中创造了令人叹为观
止的艺术，成就了一个城市依靠单一手
工业支撑千年的奇迹。

如今，古老的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
式焕发新意：老瓷厂变身创意街区，文化

艺术新地标接连涌现，来自各地的“景
漂”在这里聚集……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这就要求我们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
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2020年9月28日，考古这门略显高
冷的学问，走进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的课堂。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
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习近平总书记
说。

神州大地，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续
奋斗，考古工作实证中华文明、传播中华
文化作用不断彰显。面向未来，要继续
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
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
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
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
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红色、绿色、蓝色……飞针走线五彩
缤纷；绣、插、点、挑……制作手法千变万
化。苗族手工技艺苗绣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

“苗绣既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
时说，一定要把苗绣发扬光大，这既是产
业也是文化，发展好了既能弘扬民族文
化、传统文化，同时也能为产业扶贫、为
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如今，历史文化遗产正在以更鲜活
的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

漫步苏州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
评弹声声婉转雅致，苏绣、宋锦、缂丝等
非遗匠心独具，游客可在此沉浸式体验

“食四时之鲜、居园林之秀、听昆曲之雅、
用苏工之美”的“苏式生活”。

别具匠心的考古盲盒，让人舍不得
品尝的文创雪糕，文旅融合的深度推
进……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

“文创风”劲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
力迸发。继续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在赓
续传承中弘扬光大，中华文明日益彰
显出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凝
聚力、影响力。

展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前
景，站立在浸润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大
地上，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我们的
文化绵延不绝，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九

记者2月1日从公安部获悉，近日，
公安部组织指挥湖北、广东公安机关成
功找回王浩文系列拐卖案中的4名湖北
籍被拐儿童。2月1日，湖北公安机关在
黄冈组织认亲活动，4组家庭在亲人离
散21年后终获团圆。

2014年4月至6月，四川省相继发
生3起拐卖儿童案件，共3名儿童被拐
卖。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将其
列为部督案件并部署四川公安机关迅速
组建“4·26”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解救
工作。2014年7月31日，王浩文等6名
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3名被拐儿童被
成功解救。随着专案组深挖彻查，又发
现王浩文涉嫌在2008年至2010年拐卖

另外10名四川籍儿童。2019年至2020
年，四川公安机关成功找回上述10名四
川籍被拐卖儿童中的8人。

2020年，湖北黄冈公安机关在拐卖
儿童积案攻坚中，通过技术比对发现，部
督“3·28”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王维”与

“4·26”专案犯罪嫌疑人王浩文为同一
人。据悉，部督“3·28”案件的犯罪嫌疑
人在2002年至2003年，先后拐卖了湖
北黄冈、黄石、咸宁、荆州等地的11名儿
童。其中，一名6岁儿童因认知能力强
无人收买，犯罪嫌疑人将其遗弃在黄石
市阳新火车站，后被公安机关找到，其余
10名湖北籍被拐儿童均下落不明。为
全力攻坚破案、查找被拐儿童，公安部迅

速部署四川、湖北公安机关将两案并案
侦查，于2020年至2021年在广东先后
找回6名湖北籍被拐儿童。2023年12
月26日，湖北、广东公安机关再次通过
技术比对找回最后4名湖北籍被拐儿
童。截至目前，王浩文系列拐卖儿童案
共找回被拐儿童22名，犯罪嫌疑人王浩
文一审被判处死刑，目前案件正在二审
审理阶段。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盗抢
儿童犯罪案件年发案数已降至个位数，
且均已实现快侦快破。对于拐卖儿童积
案，公安机关将持续开展破案攻坚，绝不
放过每一名拐卖犯罪嫌疑人，绝不放弃
查找每一名被拐儿童。 据新华社

公安机关找回4名王浩文系列拐卖案被拐儿童 中国脑机接口技术新进展
截瘫患者实现“脑控喝水”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赵国光
教授团队、清华大学医学院洪波教授
团队日前对外宣布，我国脑机接口技
术实现突破性进展，通过植入式硬膜
外电极脑机接口，让一名四肢截瘫患
者实现自主喝水等脑控功能。

该项目在无线微创方面实现了两
大突破，一方面在保证颅内信号质量
的同时，不直接破坏神经组织；另一方
面它采用了近场无线供电和信号传
输，植入颅骨的体内机无需电池。

第二例脊髓损伤患者植入已于
2023年 12月 19日在北京天坛医院
成功进行，信号接收正常，患者目前
正在居家康复训练中。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