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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少
年来龙门石窟寻溯中华文化，看到
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到龙门石窟领
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进一步坚定了我致力于保护传承传
播中华文化瑰宝的决心和信心。”

6 月 14 日是 2025 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在当天于湖南长沙举行
的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龙门石
窟研究院研究馆员焦建辉的一番讲
述，道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可贵价
值，引发在场观众无限共鸣。

主场城市活动之外，各地通过
创新内容形式、展示工作成果，强化
互动体验、突出惠民利民，举办多种
形式的主题活动，让文化和自然遗
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在守护中赓续

逛展览、看情景剧、体验沉浸式
演出……14日，沈阳故宫博物院举
办一系列文化活动，吸引观众走进
这处今年正好 400 岁的世界文化
遗产。

当天，沈阳故宫新推“和合大同
——沈阳故宫古建筑技术文化展”
和“雅人深致——沈阳故宫院藏高
士题材绘画展”两大展览。配合展
览开幕，沈阳话剧团精心打造情景
剧《琴心墨韵绘丹青》，绘画作品和
文人高士在演绎中“活”了起来。

沈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策展人
尚文举说，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观
众了解沈阳故宫凝聚的古人非凡智
慧，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守护这

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各地

通过展览、讲座、音乐会、视频征集、
绘画比赛、教育研学等活动，展现文
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唤起更
多人的珍爱之心。

在上海，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联动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两大重要节点，打造上海文化
遗产季。遗产季紧扣“守护文脉，创
享未来”主题，营造出保护传承中华
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在四川，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主会场活动在巴中市举行，活
动发布《川渝石窟联合保护倡议》，
川渝两地将共同开展石窟寺资源调
查保护，加强学术交流和研究，加大
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宣传。

据统计，天津、山西、内蒙古、江
苏、浙江、四川等 20余个省区市举
行本省份主场活动，甘肃、山东、陕
西、河南、湖南、江苏等省份文博活
动数量超400项。

在融入中赋能

喝一碗功夫茶、看一支醒狮
舞。14日一早，以“岭南千年文脉·
非遗焕新焕彩”为主题的2025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系列活
动在潮州古城启动。

致敬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举
办广东省第六届非遗购物节……人
们在此以可感可及的方式感受非遗
保护成果。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1.1万余家
非遗工坊，分布在2005个县级行政
区，包括670个脱贫县和135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带动相关产
业链120余万人就业增收。

不久前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的广州市龙狮协会会长
赵伟斌告诉记者：“我们将开发更多
醒狮主题的文创产品，继续探索‘醒
狮+科技’的跨界合作，让传统文化
融入现代生活，引领国潮风尚。”

创新利用手段、找寻同现代生
活的连接点，文化和自然遗产正日
益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添彩美好
生活。

河北推介冀州古城遗址和历史
文化街区等资源利用成果，北京开
幕2025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西藏举
办“极地那曲”音乐会，江西系统展
现近年来景德镇市在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景德镇瓷业遗产国家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创建等方面的成果
……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的一项
项活动，彰显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活”起来的生动实践、“火”起来的
强劲动能。

在弘扬中光大

广西百色，一片红色的热土。
这里留下了红七军军部旧址等红色
文化遗产，见证了波澜壮阔的革命
岁月。

14日，在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广西主场城市（百色）非物质文化
遗产宣传展示活动中，老中青三代演
奏者用马骨胡齐奏《百色来了红七
军》，点燃全场激情。

“传统乐器演绎红色文化，格外深
沉厚重，让人心潮澎湃。”来自重庆的
游客宋子峰望着舞台感慨。

承载厚重文明、滋养精神家园，文
化和自然遗产予人源源不绝的前行
力量。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各地围
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重大考古项目发布等，充分
展示工作成果、加强宣传阐释。辽宁
省举办首届红山文化国际传播大会暨

“新时代大讲堂”，进一步加强红山文
化研究阐释和宣传推广；天津、广西、
内蒙古等地推出“少年课堂”“青年学
堂”“博物馆进校园”等活动；山东举办
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保护利用方面
专家讲座。

在长沙，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题论坛云集各方专家。围绕用文
艺作品讲好文物故事、高技术的文物
应用创新实践、革命文物的叙事创新
与价值传递、乡村（类）博物馆建设等
内容，大家深入研讨交流，不断凝聚
共识。

与会嘉宾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引，努力让文化和自然
遗产“活”起来、“潮”起来、“热”起来，
共同书写好中华文明发展的不朽
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让文物说话 为生活添彩
——各地创新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新华社记者 徐壮 黄凯莹 赵洪南

新华社石家庄 6月 15日电（记
者郭雅茹）坐落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
海关区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6
月15日正式开馆。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是国家
一级博物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标志性项目。博物馆位于河北省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角山山麓、长城脚
下，总占地面积106亩，建筑面积3
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地上三层、地下

一层，展陈面积1万平方米，馆藏文
物11000余件（套）。

博物馆设有5个常设展厅、3个
临时展厅、1个影视厅和1个数字化
体验厅等陈列展览空间，国际学术报
告厅、科研实验室、社会教育中心、志
愿者活动室、信息资料中心等业务功
能空间，以及文创商店、长城邮局、咖
啡厅等公共服务空间。

据介绍，博物馆旨在全方位展示

中国长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成果，全
景式呈现长城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
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就，是集
文物保护、收藏展示、教育科研、休闲
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

馆内设有“世界遗产民族脊梁
——中国长城历史文化陈列展”“天
下第一关——万里长城山海关专题
展”“精神永驻 守正创新——筑成
我们新的长城专题展”“长城两边是

故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等常
设展览。目前，对外开放的还有“甲光
向日金鳞开——中国历代甲胄兵器
展”。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承载着守
护与传承万里长城厚重历史文化的特
殊使命，今后将通过长城文化公益活
动、国际学术交流等方式，推动长城文
化走向世界。”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
副馆长郭颖说。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 6 月 15 日开馆

清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
南乡波川村的脱贫户谭诫早早钻进
田里，镰刀划过，齐人高的牧草齐刷
刷倒下。这些带着露水的牧草，将成
为环江香牛的早餐。“牧草天冷时发
酵保存，春夏现割现喂，牛吃好草才
能长膘快。”谭诫走进牛棚消毒、喂
料，检查牛群状态。

下南乡作为典型的石山地区，季
节性缺水、耕地稀少曾长期困扰当地
农业发展，但优质牧草却在这里的山
水间生长，种草养牛成为了当地村民
的致富路。现在，环江香牛特色产业
分布遍及环江县12个乡镇。

养牛养出“科技感”，牧草种植是
关键。多年来，中国科学院专家团队
多次来到环江，指导牧草种植与肉牛
养殖，以科技赋能产量提高、绿色
发展。

“现在推广种植的优质牧草生长
周期短，其植株长得高且叶面光滑翠
绿。通过牧草的匹配和种植，还可以
减少石山地区的水土流失。”中国科
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曾馥平说。

产业发展离不开“领头羊”。
2018年，当地村民谭成语设立了环
江毛南绿峯种养基地，逐步推进肉牛
养殖规模化发展。“下南乡生态优美，
我们这里出产的牛肉香、软、甜。”谭
成语说，如今，基地肉牛存栏400多

头，每头净利润两千多元，还带动周边
70多户农户养牛。

相比传统的种植农业，养牛前期投
入较高。波川村村委会副主任谭远望
介绍：“政府每年为每户脱贫户发放
5000元产业奖补和5万元免息贷款，
减轻了养牛户不少负担，增强了村民发
展产业的信心。”

据了解，环江县探索“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与农户签
订养殖合作协议，依托联农带农机制，
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环江香牛产业。农
户负责围圈舍、搞养殖，达到出栏标准
后由合作社统一对外销售。面对进口
牛的挑战，环江香牛主攻高品质市场，
走差异化竞争的赛道，并通过广西相关
帮扶平台对接采购，为养殖户提供了稳
定的订单保障。

养牛户的底气，也来自一条越织越密
的产业链。从县里统一屠宰分割，到企业
的冷链配送、直营销售，环江香牛的品牌
效应从山间牧场走向城市餐桌，品牌价值
不断攀升。通过每日发车，环江香牛只需
4个小时就能运到南宁实体店。

去年，谭成语在7家生鲜牛肉实体
店的基础上又新开了牛杂馆，满足顾客
的多样化需求。“过去父辈两三天才宰
一头牛，靠口碑打出销路，现在一天就
宰好几头，这‘牛’日子，越过越有奔
头。”谭成语说。

（新华社南宁6月15日电）

毛南山乡的“牛”日子
新华社记者 邹雨沁 王楚然

6月14日，在山东省滕州市龙泉广场荷花池，一只小鸟在花茎上停留。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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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时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标志性工程——成渝中线高
铁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来自中铁十九
局的建设者在各个工点穿梭忙碌，推
进控制性工程跨安岳大道特大桥连
续梁施工，确保大桥如期合龙。成渝
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建成通
车后将成为成都、重庆两大城市间最
顺直、最高效的直连通道。

今年以来，全国铁路建设优质
高效推进。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 5月，全
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21 亿
元，同比增长5.9%，有效发挥了投资
拉动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

动能。
国铁集团发改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前五月，铁路部门统筹运用资源
力量，加快推进铁路建设，强化现场
施工管理，深入开展科研攻关，加强
安全、质量、投资、环保控制，重点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为“十四五”规划
圆满收官奠定坚实基础。

在甘肃陇南，由中铁十四局承
建的天陇铁路控制性工程马街隧道
进入掘进最后冲刺阶段。马街隧道
全长超过12公里，属高应力软岩大
变形隧道，最大埋深达1160米。在
山东，由中铁二十一局承建的津潍
高铁控制性工程——滨东黄河特大

桥C段转体连续梁成功完成双侧双
转体，成功跨越两条既有铁路。在
四川，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西渝高
铁一级高风险隧道——华蓥山隧道
掘进突破6000米，实现进度过半目
标。华蓥山隧道全长 12150 米，穿
越瓦斯地段和岩溶富水段，施工难
度大、风险高。

在湖南，由中铁二十五局承建
的邵永高铁永州站改扩建工程拉开
序幕。永州站衔接衡柳铁路、洛湛
铁路、湘桂铁路三线，是邵永高铁全
线控制性工程。在浙江，由中铁十
一局承建的衢丽铁路衢江特大桥跨
沪昆高速连续梁开始建设。衢江特

大桥全长10.59公里，是衢丽铁路衢州
至松阳段最长桥梁。在广东，由中铁
十六局承建的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
进入正洞施工阶段。云开大山隧道正
洞全长约3.8公里，施工面临高地温、
围岩破碎、渗水量大等挑战，是深南高
铁广东段重难点工程。

国铁集团发改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
质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加快构建现
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助力我国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今 年 前 五 月 全 国 铁 路 建 设 高 效 推 进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21亿元

新华社记者 樊曦 谢佼

（上接第一版）为彻底改变这一现
状，2024年3月，北京市通州区投入
470万元改造夺底街道桑伊社区四安
居巷道，该项目于2024年8月完工，
以480余米的新路为轴，不仅打通了
长期困扰居民的“断头路”，实现了北
环路与慈松塘中路的顺畅连接，更对
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使周边群
众出行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经过
这个项目的实施，社区环境焕然一
新，辖区居民纷纷表示出行更加便
捷。在此，我代表全体居民向北京援
藏干部团队表示感谢。”城关区桑伊
社区党委书记尼玛次仁说。

在不断推进城市建设进程中，聚
焦居民出行需求、提升出行品质是重
要目标。为更好地方便市民出行，避
免行人横穿马路带来的安全隐患，
2022年6月，在北京通州援藏资金的
支持下，城关万达广场人行天桥（通
州城关连心桥）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这座人行天桥横跨纳金东路，总
长 47.81 米，总投资 636.6 万元，于
2023年6月建成投用，成为保障交通
畅通和行人安全的民生示范工程。

在教育资源领域，学位供给面临
的严峻挑战同样刻不容缓。为满足日
益增长的学位需求，2024年秋季城关
区第十小学正式招生，该校是在城关
区委、区政府及北京援藏的大力支持
下援建而成，其中北京援藏投入资金
4075万元。建设过程中，北京市第十
批援藏干部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全程
参与规划、施工监督，确保工程质量与
进度。“学校离家很近，环境也非常好，
这里是一所园林式的学校，我和同学
们每天都像在‘花园里’学习一样，来
这里上学我们可开心了。”城关区第十
小学一年级学生央金桑木说。

城关区第十小学布局合理、功能
齐全，计划设置36个教学班级，将提
供约1800个学位，现有学生205人、5
个教学班级。该校是北京援藏在教

育领域投入的一项重点工程，建成后解
决了城北片区小学学位紧张问题。“我
们将在教育领域继续加大投入，在‘十
五五’规划中继续谋划一所中学项目，
将解决拉萨东片区学位紧张、就学难的
问题。”北京市第十批援藏干部、城关区
发改委副主任邓巍说。

以“铁路+文化旅游+民族团结”的
形式合力打造的“心连心・京藏号”旅
游观光列车项目，是北京援藏“十四五”
规划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该专列
自2023年开行以来，已开行7趟次，累
计运送游客近3000人次。其中，银发
群体占比80%，首次进藏游客超95%，
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的

“移动纽带”。项目下一步将依托“十五
五”规划加大投入，计划以“卧+飞”的形
式缩短整体旅游时间。

三年来，城关区第十批北京援藏干
部团队共对接谋划11个北京援藏项目，
总投资2.56亿元，涵盖产业发展、民生
保障、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原创剧目
《远方的拉萨河》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曹禺剧场成功首演，讴歌了援藏干部的
奉献精神与藏汉民族的深厚情谊；积极
组织城关区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学生
等30余批次700余人次赴区外开展学
习交流活动，实现了基层领域交流全覆
盖，促进了两地友谊深化。

三年援藏虽然即将结束，但北京援
藏将如“心连心・京藏号”旅游观光列
车一样，带着两地人民的深情厚谊，在
岁月的轨道上持续驰骋，将这份跨越山
海的温暖与情谊，化作源源不断的动
力，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岁月的长河
中永远绚烂绽放。

“任期结束不是终点，而是‘二次出
发’的起点。我们将继续发扬‘援藏精
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
信心，投入到后续的工作当中，为援藏
事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城关区援
藏团队副领队、城关区委常委、副区长
贾建秋说。

近日，宁夏头茬枸杞进入采摘收获季。6
月 15 日，“宁夏枸杞开园节”在位于贺兰山脚下
的百瑞源殷红子熟枸杞庄园开幕，采摘工忙碌
在红果满枝头的枸杞地里。

图为 6 月 15 日，采摘工在百瑞源殷红子熟
枸杞庄园采摘头茬枸杞。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贺兰山下
头茬枸杞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