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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7月 17 日电 第 44 届
世界遗产大会 16日在福建福州开幕。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孙春兰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
我们深化世界遗产交流合作、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信心和动力。近
年来，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理
念，将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生态产业特
别是减贫事业紧密结合，推动遗产保护
事业不断发展，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努力为全人类留下丰富历史文化遗产和
自然遗产。

孙春兰强调，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

共同财富，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落实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
愿以实际行动承担国际责任，与教科文
组织共同建立世界遗产教育平台，帮助
发展中国家培养遗产保护方面的专业人
才，支持在世界遗产领域落实教科文组
织非洲优先全球事项，为全球遗产保护
事业特别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保护

能力贡献力量。
在福州期间，孙春兰参观“世界遗产

在中国”主题展览，出席“世遗林·碳中
和”植树活动。她要求以举办世界遗产
大会为契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全方位
展示我国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历史性
成就，让世界遗产成为文明对话的桥梁
纽带。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开幕
孙春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派江吻海，山水相依，城中有
山，山中有城”的古城福州，16 日迎
来高光时刻——第44届世界遗产大
会在此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
发来贺信。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
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
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
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
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
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
说。

保护文脉、传承文脉，一直牵动
着总书记的心。

巍巍中华，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正在“活起来”，怀抱着岁月
秘密的瑰宝开始“火起来”。从历史
走向未来，从民族走向世界。文脉
的传承与创新，涵养起更深厚的中
国自信。

守护“根”与“魂”，对文
脉要有“珍爱之心”

光影摇曳，歌舞纷呈。15日晚，沉浸
式演出《寻梦·坊巷》在三坊七巷揭开神
秘面纱，向全球来宾展示福州的动人魅
力，以及背后的文化印记。

【三坊七巷“风云录”】
三坊七巷，这处占地约 40公顷的古

建筑群，起于晋、成于唐宋、鼎盛于明
清。青石板小巷里，走出了林则徐、严
复、林觉民等数百位风云人物，赢得“一
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美誉。

这里，承载着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的“根”与“魂”，氤氲着闽都独特的文
化气息。

2002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
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时指出：“保
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
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
形的优良传统。”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坊七
巷考察时，再次强调：“对待古建筑、老宅
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万寿岩“历险记”】
面对历史、面对文脉，若无敬仰之

心、广阔胸襟，就会在拆留之间“一失足
成千古恨”。

被誉为“南方周口店”的三明万寿岩
史前遗址，是“从炸药包下抢救的瑰
宝”。上世纪 90 年代，作为采矿点的万
寿岩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方是投巨
资买断开采权的企业，一方是坚称“山里
有宝”的村民。

在“一炮炸掉”还是“原地保护”的抉
择中，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

作出的批示一锤定音，留住了这一远古
人类的遗迹。后续考古研究发现，万寿
岩遗址把福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
18.5万年前，因此被称为“闽人之源”。

【鼓浪屿珍藏的情谊】
中华文明经历 5000多年历史变迁，

有形无形的文脉传承着生于斯、长于斯
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和审美追
求。

厦门鼓浪屿，这座东南沿海的“弹丸
小岛”，同样珍藏着一段难忘情谊。

如今被视为鼓浪屿“地标”的八卦
楼，曾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时任厦门
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指示有
关部门拨出 3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2017年，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申
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
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
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
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注入源头活水，让文脉
之“泉”汩汩长流

每当夜幕降临，泉州府文庙附近的
金鱼巷口，“古城南音阁”的公益演出准
时开场。一众围观者中，既有忠实“票
友”，又有手捧奶茶的年轻人和好奇的游
客。

【泉州的奇妙火花】
千年南音古韵袅袅，红砖古厝燕尾

脊耸立。走进“润物无声”展陈空间，映
入眼帘的是鲤鱼滴水兽、石狮等古城文
创产品。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在这
条 200多米的小巷中，擦出奇妙火花。

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泉州的一街一巷都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活化石”，44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04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 条
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密度之大，国内罕
有。

跨越千年，文脉之“泉”如何汩汩长
流、活水不断？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
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千千万万文物保护者、文化传承人代代
相传的呵护与坚守，生动诠释着这句话。

【“老古董”变成“潮文化”】
在福州，随着古城日渐复兴，越来越

多“后生仔”把曾经的“老古董”变成“潮
文化”。代代传唱的方言童谣，成为“秒
抢”热门课；林则徐、严复等福州先贤“化
身”卡通人，吸引游客争相“打卡”。

【南平“朱子归来”】
在朱熹故里闽北南平，140多处朱子

文化遗存得到立法保护，曾经“沉睡”的
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徐徐苏醒。与朱子同
行，成为人们打开武夷山的另一种方式。

“学生们诵读朱子格言等经典后，变

得更有礼貌，会更主动尊敬师长、孝敬长
辈。”南平一中语文教师范成忠说，过去
不少人认为文脉“看不见、摸不着”，其
实，文脉是活的，传承就是最好的保护。

用创新“浇灌”，以文脉
涵养中国自信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今年 3 月，在
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武夷山，习近平
总书记有感而发。

【“85后”店主的创意】
文脉体现在物质层面，是有形的文

物和文化遗产；体现在精神层面，则犹如
无形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在人潮涌动的福州三坊七巷，一家
名为“城思”的文创小店“吸睛无数”。来
自湖南的“85后”店主陈龙，从事文创十
余年。他说，通过创意设计，把抽象的文
化形之于人们衣食住行的日用之物，是
零距离对话历史、理解文化“根”与“魂”
的绝佳方式。

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近
年来，全国各地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取材，打造出“现象级”产品。

水下中国风舞蹈《洛神水赋》“绝美
出圈”、三星堆考古发掘全程直播、数字
技术让敦煌石窟艺术“穿越时空”……一
件件文物、一场场文化盛宴，吸引着海内
外亿万网民追捧热议。

【当南音古乐遇上西方管弦】
2017 年 12 月，奥地利维也纳，来自

泉州的“80 后”青年蔡雅艺，用一曲《出
汉关》，将南音这一千年古乐展现在世人
面前。原汁原味的南音演唱和西方管弦
乐相得益彰，把东西方艺术的交融之美
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蔡雅艺看来，《出汉关》中的汉代
昭君出塞带着文化交流的使命感，与
2000年后在维也纳唱响的旋律仿佛不同
时空的精神共鸣。以南音为代表的传统
艺术“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属于家乡，
更属于世界”。

【英国青年“福州行旅记”】
英国青年凯恩在福州生活多年，早

已融入这里。闲暇时，他骑着单车在城
市中走走停停，赏古厝、品茉莉花茶、体
验脱胎漆器制作。社交平台上，他发布
的“老外看福州”系列视频成为“爆款”。

“越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越能感受
到魅力无限。”凯恩说，能够向西方介绍
真实的中国，他很开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根脉，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涵养着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为创造美好生活注
入更深沉持久的动力。只有充满自信的
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
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

新华社福州7月16日电

从“保下来”到“活起来”：

在文脉传承中涵养中国自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新华社上海7月 17日电（记者陈爱
平）迄今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
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17日正式
开馆，并于 18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一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全新的天
文科普教育和文化旅游地标坐落于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筑
面积约 3.8万平方米。

上海天文馆涵盖“家园”“宇宙”“征
程”三大主题展区及“中华问天”“好奇星
球”“航向火星”等特色展区，以及 8K超高
清多功能球幕影院、星闻会客厅、望舒天
文台、羲和太阳塔与星空探索营，全景展
现宇宙浩瀚图景。

当日，一份珍贵的月球土壤样品入驻
上海天文馆“征程”展区。这份月壤由嫦
娥五号带回、国家航天局提供。如今，它
被封装在水晶球中，观众可近距离观看。

“我国有很多空间探测项目，向大众
普及天文学知识很有必要，并要注重介绍
天文学领域的新发现、新理念。”著名天文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说。她希
望，天文馆不仅吸引天文学专业人士和颇
有好奇心的青少年，而且能够吸引各个年
龄层的市民游客及从事各个领域工作的
人士。

如何将无形的知识转化为可听、可
看、可触的生动体验？上海天文馆引入体
感互动、数据可视化、增强现实（AR）、虚
拟现实（VR）、生物识别等技术，精心设计
环境氛围、灯光音效和高仿真场景模拟手
段，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宇宙空间。上海天
文馆的 300 余件展品中，原创比例高达
85%，互动展品占比 50%以上。

上海天文馆的“科教型自适应光学太
阳望远镜”和“双焦点可切换式一米望远
镜”，则可支持科研和科普工作。

业界认为，上海天文馆的建成开放将
进一步彰显上海城市软实力，推进新时代
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当日，上海科技馆与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上海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等
15家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共同构建国内外科学交流合作
的桥梁和纽带，推动天文学研究发展。

全球建筑规模最大天文馆——

上海天文馆开馆

7 月 17 日在上海天文馆“征程”展
区拍摄的月球土壤样品。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