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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在
辽阔的神州大地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瑰宝
与雄奇秀美的自然珍宝，共同铺展出一幅
古今辉映、气势恢宏的新时代大美画卷。

前不久，“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
城秩序的杰作”和“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
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
期）”申遗成功，彰显世界遗产保护的中国
力量、中国贡献。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
达到59项，居世界前列。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
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这些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
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坚持“保护第一”，全方位守护文化和
自然遗产。近年来，北京先后开展 110 余
项长城保护工程，成立全国首个长城保护
修复实践基地，启动箭扣长城和大庄科长

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探索出一条长城保护
的新路径；海南着力构建智慧化生态管护
新模式，以数字技术助力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建设，日常巡护、动物保护、资源监测正
变得更“智慧”……

践行“传承优先”，在合理利用中推动
守正创新。敦煌研究院建成“数字敦煌”资
源库平台，并将30个典型洞窟的高清数据
在互联网平台向全球共享，经典洞窟、壁画
可随时在线观赏；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
广元市青川唐家河片区，不断加强科普教
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涵盖观鸟、观兽、观
虫等多种形式的自然教育课程体系，并为
周边社区群众提供公益自然教育服务……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文化和自然遗
产保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全社会文化
和自然遗产保护意识显著提升，千年文脉
赓续绵延，灿烂文明生生不息。从大运河
到良渚古城，从可可西里到梵净山……承

载着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瑰宝，愈发光彩夺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
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
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
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
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全面推进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
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
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是我们的责任和使
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

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持
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加强文
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用实际
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历史发其源，文化铸其魂。文化和自
然遗产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隐
藏着“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发展密码。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
功道路。”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福建，第一站就来到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地武夷山，观苍崖碧涧，眺层峦叠翠，研朱
子理学，感慨而言。

文化和自然遗产，不仅属于我们，也属
于子孙后代。新征程上，持续加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守护好中华民
族精神的根脉，我们将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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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日报乌鲁木齐8月7日讯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夏末秋初的库车河东岸，
阳光带来的热浪即使接近黄昏还未散去，文物
保护人员结束了一天的修缮工作，从世界文化
遗产苏巴什佛寺遗址东寺保护现场走出。此
时，库车河西岸的西寺观景大道上，还有很多游
客在拍摄被光线勾勒出线条的佛寺建筑，感受
中华文明的万千气象。

近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
的杰作”和“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
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
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
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
自然珍宝。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一线文
博从业者深受鼓舞。”库车市龟兹博物馆馆长马
丽丽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
用工作，“目前苏巴什佛寺遗址东寺的防洪设施
建设和建筑遗存的本体加固正在进行。”

同一时间，位于吐鲁番市的世界文化遗产
交河故城里，工作人员正在完成故城的第五期
保护修缮，防止因墙体裂隙而导致的脱落和坍
塌；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世界文化遗产北庭故城
的高昌回鹘佛寺中，壁画修复师正细致处理着
残垣上“受伤”的壁画，针对壁画龟裂起甲、酥
碱、空鼓等问题做修复。

今年，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
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周年。库车市龟兹
博物馆和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合作在宁波举办
了“丝路龟兹世遗双珠”展览及历史文化讲座；
北庭故城里办起了“故城回响”申遗十周年主题
音乐会，为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赛设置了一段
遗址内的线路；交河故城创办的“夜游交河”文
旅融合项目，今年截至目前预约场次超过 50
场，乐器演奏、诗歌朗诵、实景旅拍等受到游客青睐，上半年故城游客
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新疆正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
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玉石器作坊遗址
人民日报成都电 （记者

宋豪新）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获悉：三星堆遗址首
次发现玉石器作坊遗址，这是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
址考古发掘的重要进展。

2022 年至 2024 年，考古工
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与玉
石器生产加工相关的遗存，经专
家初步判断为玉石器“生产车
间”，年代为商代中期，距今约
3500 年至 3400 年，比三星堆祭
祀坑的埋藏年代更早。

这一玉石器作坊遗址地处

一块已被保护起来的空地，距离
三星堆8个祭祀坑以北约1公里
处，距离 1927 年三星堆首次被
发现的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直线
距离不到100米。

新出土的文物，包括玉石器
原料、坯料、废料、残片、成品，形
成早期手工业较为完整的链条，
初步判断新发现为玉石器作坊。

据介绍，这一玉石器作坊遗
址发现，将揭开三星堆出土的大
量玉石器原料来自哪里、制作工
艺技术如何、生产流程和流通方
式等谜题。

新疆哈巴河县创新搭建文旅新场景——

阿 勒 泰 ，牧 歌 声 里 看 草 原
阿尔达克 胡俊秀

“老板，来一瓶‘砰砰’。”连日
来，“张凤侠小卖部”的生意很火
爆。一大早，游客就已经在柜台前
排起了长队。

眼前的热闹景象，离不开电视
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作为这部
剧的取景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勒泰地区哈巴河县一举成为许多游
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从县城向西出发，一路沿着清
晰的交通指示牌行驶，15分钟便可
到达《我的阿勒泰》主要取景地“彩
虹布拉克”——齐巴尔镇吉林新村。

一下车，就会置身于一片碧绿
的大草原中。脚下柔软的牧草，向
着天边一路延伸。再一抬眼，热闹
的景象扑面而来。

游客们最先前往的，就是剧中
出现最多的“张凤侠小卖部”。小卖
部内，老式的床铺、发黄的挂画、掉
漆的柜子……每处细节都体现着年
代感。“我们1∶1复刻了剧中场景。”
小卖部销售员马丽介绍，小卖部虽
小，商品种类却很多，生意好的时
候，一天的营业额有上千元。

走出“张凤侠小卖部”，一路向
北，便来到又一热门打卡地——“巴
太树”。“巴太树”是一棵高大的柳
树，蓝天绿地之间，“巴太树”伸展着
茂密的枝叶，不少游客围在树下排
队拍照。

“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们就被这
里的美景吸引了。剧中人经常坐在
这棵树上畅谈人生，让我印象深刻，
一直想来看看。”来自广西壮族自治
区的游客赵家慧和妹妹在“巴太树”
旁拍起了合影，“今天终于如愿
了”。

“巴太树”旁还有几座毡房。临
近中午，最近的那座毡房中，飘出阵
阵香气。原来是羊肉串熟了，游客
们赶紧进去大饱口福。

另外的几座毡房，人气同样很
旺。毡房里，各式文创产品琳琅满
目。电视剧播出后，哈巴河县组织
文创团队设计出冰箱贴、明信片、挂
坠、印章等35大类85款文创产品，
作为“哈巴河礼物”呈现在游客面
前。

沉浸式体验剧中场景、购买剧
中同款文创产品、在大草原上拍照
留念……在“彩虹布拉克”，很多游
客直呼不虚此行。

同样开心的，还有当地的牧
民。旺盛的人气也让他们吃上了旅
游饭。每天一大早，哈萨克族牧民
沃尔列尼汗·恰恰依甫会牵着马出
门。“游客很喜欢骑马。这些日
子，我每天靠给游客们牵马，能挣
500 元左右。”沃尔列尼汗·恰恰
依甫说。

“电视剧播出前，这里就是一个

人烟稀少的小山村。电视剧播出
后，这里平均每天有 400 多辆车进
出。”哈巴河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志琴说，
借助电视剧的流量，创新搭建文旅
新场景，是哈巴河县吸引游客的“重
要秘笈”。

杨志琴介绍，《我的阿勒泰》播
出后，哈巴河县迅速行动，一方面构
建起新的旅游消费场景，深度还原

“张凤侠小卖部”“巴太树”“好得很
拉条子”等剧中场景；另一方面，更
新迭代原有的文旅基础设施，完善
前往“彩虹布拉克”的交通配套设
施，鼓励全县酒店和民宿提档升级。

“我们多措并举，挖掘剧情背后
的文化故事，将更多文化资源、文化
要素融入旅游项目，不断深化旅游
产业内涵，加快产品供给，有效实现
了‘影视+旅游’场景化创新。”杨志
琴说。

今年上半年，哈巴河县累计接
待 游 客 213.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40.98%；实现旅游收入13.49亿元，
同比增长88.11%。

如何借助影视热度推动当地旅
游业长远发展？哈巴河县委常委、
政府副县长王帝介绍，目前哈巴河
县已提出《哈巴河县促进文旅深度
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出台《哈巴河县旅游服务质量
提升年行动实施方案》，并着手制定
旅游产业短期3年、中期5年、长期
10年工作规划。

蓝天白云，牧歌炊烟……这个
盛夏，阿尔泰山南麓的这座小城，正
以最大的热情拥抱八方来客。

① 哈巴河县白桦林景区。

吾拉尔·贾尼木汗 摄

②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取景地“巴太树”。

哈勒什·巴占 摄

③ 游客在哈巴河县的草原上骑马游玩。

新华社记者 阿曼 摄

④ 哈巴河县白哈巴村。

吾拉尔·贾尼木汗 摄

草原与蓝天相接，美景和牧歌作伴……电视
剧《我的阿勒泰》热播，让新疆阿勒泰成为不少人
心目中的“诗和远方”。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阿勒泰地区接待游客
1846.64万人次，同比增长30.25%；实现旅游收入
163.41亿元，同比增长35.28%。

一部影视剧带火了阿勒泰，为当地旅游产业
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如何留住影视剧带来的
旅游流量？阿勒泰下了大功夫。

该剧播出后，阿勒泰当地文旅部门迅速行动，
不仅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还推出了时长3—8
天不等的旅游线路，并举办了多场人文色彩浓郁
的民俗文化活动。

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正加强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交通、住宿、餐饮等进一步完
善。

热播影视作品带动地方旅游发展，现已成为
文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阿勒泰的实践证明，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乘势而上、做好服务，文化和旅
游就能相向赋能，《我的阿勒泰》才能真正变成“我
们的阿勒泰”。

乘 势 而 上 做 好 服 务
人民日报记者 阿尔达克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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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达 67 处
人民日报长沙8月 7日电

（记者 杨迅）近日，湖南省政府
公布第二批湖南省历史文化街
区名单，长沙市西文庙坪等 14
处入选。加上此前已公布的长
沙市太平街等53处历史文化街
区，目前，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
达到67处。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

值。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于 2023 年 8 月启动第二批湖南
省历史文化街区申报工作，按照

“应保尽保”的要求，组织专家查
阅申报资料，现场踏勘核实资源
情况，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提
出第二批湖南省历史文化街区
名单。新入选的14处历史文化
街区所在地市、县级政府，将在
1年内依法组织编制保护规划，
推动街区保护尽快落实落地。

吐鲁番美术馆暨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馆
据新疆日报吐鲁番8月 7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在这里，不仅能看到许
多特色鲜明的非遗展品，还能欣
赏到非遗传承人现场表演的‘绝
活儿’。”8月7日，在吐鲁番美术
馆暨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门口，游
客刘娜仍意犹未尽。

当日，吐鲁番美术馆暨非物
质文化遗产馆正式开放。

该馆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
是集展示、展览、收藏、研究于一
体的公共美术馆。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分为丝路神韵·国之瑰
宝、传奇匠作·千年古风、丝路明
珠·葡萄圣城、吐鲁番记忆四大
板块。馆内集中展示吐鲁番 8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9个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等。该馆还
将馕坑等进行1∶1复原，通过多
媒体展示、互动体验、传统手工
艺现场演示等形式，让参观者能
够深入了解非遗背后的故事。

将陶泥放到拉坯机上，用脚
踩着底盘，随着拉坯机快速旋
转，双手不断变换手势，不一会
儿，一块陶泥就变成了一只陶罐
……在非遗馆体验区，吐鲁番彩
陶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远
甫现场制作彩陶，吸引了游客前

来体验。
一侧的柳编（维吾尔族枝条

编织）非遗传承人库尔班·克依
木手指上下翻飞，红柳条和胡杨
枝相互交织，十几分钟后，一个古
朴精致的花篮就编好了，“非遗馆
开馆，我特意带来了十多件柳编
制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
艺，我还在现场进行展示教学。”

“在历史长河中，吐鲁番形
成了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内涵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了
歌舞、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文化
体育以及美食等诸多领域。”吐
鲁番市文化馆馆长阿丽叶·依萨
木丁介绍，近年来，吐鲁番不断
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发展力度，建
立了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机制，目前拥有新疆维吾
尔木卡姆艺术（吐鲁番木卡姆）、
维吾尔医药（沙疗）等 8 个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斗鸡、葡萄
干晾制技艺等 9 个自治区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吐鲁番剪纸、豆
豆汤饭制作技艺、托克逊拌面制
作技艺等48个市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目前有自治区级、市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106名，设立鲁
克沁镇吐鲁番木卡姆传承中心、
葡萄沟景区 2 处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