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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省级党报联动报道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截至目前，甘肃共有不可移
动文物 16895 处 ，国有收藏单位藏品
51.2 万件（套），世界文化遗产地 7 处；6
处遗址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十四五”
专项规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守正创新，
保护第一，活化利用，传承发展，以多
元举措让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璀璨绽放
时代新韵，以生动实践精彩讲述文化
遗产传承发展的“甘肃故事”。

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明
珠。敦煌研究院几代人不忘初心、积极
探索、不断创新，全力以赴加强文物保
护，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
高地，“中国特色·敦煌经验”持续扩大
国内外影响力。庆阳南佐遗址、天祝唐
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等一系列重大考
古工作和丰硕的考古成果，彰显了甘
肃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重
要地位，更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

或缺的“甘肃力量”。
除有形文化遗产外，甘肃非物质文

化遗产亦多姿多彩：截至目前，甘肃共
有花儿、皮影和格萨（斯）尔 3 项非遗入
选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83项非
遗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年来，甘肃
想方设法挖潜力、增活力，传承发展好
非遗，让非遗保护成果惠及大众、融入
生活，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右图：嘉峪关 （资料图片）

文化遗产璀璨绽放时代新韵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甲辰龙年春节假期，河北文旅市
场“热辣滚烫”。这是河北文化遗产传
承发展、活化利用的一个生动注脚。近
年来，河北推动文化遗产融入城乡建
设、文旅发展、文化教育，以用促保，实
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更多
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

例如，正定实施了城门保护恢复、
古寺群落修缮、阳和楼复建、“荣国府”
周边环境整治等工程，“北方雄镇”历
史风貌得以有效恢复，“登得上城楼、

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成为现实。
在保定，古城保护更新项目以修

旧如旧、避免同质化为理念，在古建修
复、设施改造、恢复文化业态等方面

“绣花”“织补”，用修文物的标准修古
建筑，打造了有思念、有味道、有故事
的“直隶第一街”。

诸如此类，河北诸多文化遗产的
保护修缮采用微改造方式，在保持原
有外观风貌的基础上，坚持最小干预，
将文化遗产融入城乡建设，实现老城

提升改造同保护文化遗产统一起来，
让一大批老建筑焕发新活力。

此外，近年来，河北积极推动各地
相关部门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工作。比如，以开展国家中小博物馆试
点为契机，持续培育“十佳博物馆”，打
造“流动博物馆”，将流动展览送到群
众家门口，实现了文博资源从“藏”到

“用”，走进百姓生活。
右图：河北杂技演员表演《龙跃神

州——中幡》。 郭昭 摄

以用促保，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元宵佳节，辽宁省阜新市博物馆
《祥龙呈瑞——2024 甲辰年龙文化特
展》迎来一拨拨前来打卡的观众。特展
以阜新距今 8000 年的查海遗址“中华
第一龙”为起点，用文物讲述“龙文化”
的历史演变，让游客感受“龙文化”的
底蕴和魅力。

近年来，辽宁全面提升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全省
上下形成守护历史文脉、传承中华文
明的浓厚氛围。

如 今 的 辽 宁 ，类 型 丰 富 、主 体 多
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
形成，备案博物馆总数达 131 家。辽宁
省博物馆“又见大唐”“唐宋八大家”

“和合中国”等现象级展览吸引海内外
观众近百万人次。沈阳现代化都市圈
博物馆联盟成立，7 市 1 区 39 家博物馆
联合办展，联合进行文化挖掘、文创研
发，进一步整合了区域文化资源。

展示时代新价值，文化遗产赋能
文旅融合开辟新赛道。深耕红色资源，

辽宁“六地”红色旅游运用数字化、智
能化等手段打造沉浸式体验新场景。
加 强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名 录 体 系 建
设，全省共认定四批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337 名，17 家非遗工坊覆盖沈
阳、大连等 12 个地区，涵盖传统技艺、
传 统 美 术 、民 俗 三 大 项 目 门 类 。2023
年，辽宁共备案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
2.7 万余种，仅沈阳故宫博物院就实现
销售收入 4532万元。

右图：九门口长城 杨靖岫 摄

让历史文脉呈现时代新价值
□辽宁日报记者 王笑梅

2 月 28 日，河南省“隋唐洛阳城大
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和谐共处”及“探
源贾湖文化、寻根中华文明”两个项目
入 选 全 国 考 古 遗 址 保 护 展 示 十 佳 案
例。

作为国内大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
省份，河南省的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近年来，河南省文物局指导省内
各大遗址所在地政府，切实围绕大遗
址考古发掘研究、专项立法建设、保护
规划编制、保护展示工程实施、遗址博
物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点

内容开展相关工作，各方面工作取得
全面突破，成效显著。

在大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方面，推
动整理出版了《二里头》《偃师商城》

《隋唐洛阳城》《舞阳贾湖》《三门峡庙
底沟》等 32部重要大遗址考古报告；

在专项立法建设方面，推动地方
人大先后出台了《安阳殷墟保护管理
条例》《宋陵保护管理办法》《洛阳市二
里头遗址保护条例》等 10 部大遗址保
护地方性法规；

在遗址博物馆建设方面，已推动
全省各地建成开放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
安阳高陵遗址博物馆、殷墟遗址博物
馆新馆等 15 座考古遗址博物馆，另有 4
座遗址博物馆正在建设中；

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面，河南
省已有殷墟、隋唐洛阳城、郑州商城等
7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挂牌并对
外开放，另有 10 处考古遗址公园入围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挂牌和
立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数位居全国
第一。

右图：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
（资料图片）

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河南日报记者 张体义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岭南文化
再次成为全网“新晋顶流”：普宁英歌
英国伦敦“首秀”吸引超过 70 万人次围
观，深圳原创舞剧《咏春》登上央视春
晚舞台，音乐剧《雄狮少年》在粤港澳
大湾区首演……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
人的光彩，离不开对传承人的积极培
养。今年，广东将开展第七批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评审和认定，探索认定
省级非遗传承群体，同时继续实施广
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广东

还将做好新一批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申报认定工作，打造“2024 非遗品
牌大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
场暨佛山武林大会”等展示展演品牌
活动。

珠 江 白 鹅 潭 之 滨 ，一 艘“ 文 化 巨
轮”正整装待发，准备扬帆远航。由广
东美术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中心、广东文学馆组成的白鹅潭大湾
区艺术中心正在预备开馆系列工作，
力争今年“五一”正式开馆。与此同时，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广东省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展陈设计以及一
体化运营管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推进
之中。

随着岭南文化“双创”工程深入实
施，广东近年来不断推出文化遗产保
护的“大手笔”。去年 10 月，广东省文物
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早期
岭南探源工程”科学研究计划，用 12 年
时间对岭南早期人类与文化发展历程
展开全面溯源。广东考古工作高质量
发展从此有了明确的“路线图”。

右图：英歌在伦敦亮相。林育生 摄

“双创”助力岭南文脉传承
□南方日报记者 杨逸

置身大足石刻数字影院，在美妙
的视听享受中沉浸式游览世界文化遗
产；乘坐电梯深入长江江底，透过圆形
观察窗，白鹤梁题刻尽收眼底；登上枇
杷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馆一
院”精彩纷呈，在这里赏文物、读好书、
品咖啡，好不惬意。

这，正是巴渝文物活在当下、服务
当代的真实写照。

重庆是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 3000 多年，是巴
渝文化的发祥地。在这座美丽的山水

之城，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
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等交织
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重庆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
出，“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市”。助推
新时代文化强市建设，文博工作者迈
出铿锵步伐。比如，重庆开埠遗址公园
全面建成开放，业态兼具休闲观光、旅
游度假、餐饮美食、沉浸体验、演艺等，
成为城市文旅新地标。

今年，重庆将深入实施红岩精神
传承弘扬工程 ，高质量推进长征、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红岩文化公
园二期项目以及三峡出土文物修复、
三峡博物馆改陈、重庆非遗馆等重点
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钓鱼城遗址、白
鹤 梁 题 刻 、川 渝 宋 元 山 城 体 系 等 申
遗 ，打造世界文化遗产集群等 ，推动
文化遗产活起来。

巴 渝 大 地 上 俯 拾 皆 是 的 文 物 资
源，必将让文明之光更加闪亮。

右图：大足石刻宝顶山小佛湾摩崖
造像保护修缮工程进入本体修复阶段。

（资料图片）

巴渝文物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近年来，四川坚持保护第一、传
承优先的理念，持续做好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通过多项举措，让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根据国家文物局调查统计，川渝
地区共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850
处，点位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
总量的二分之一。然而，风化、微生物、
水侵蚀、彩绘脱落褪色等自然破坏带
来的文物病害机理研究亦十分复杂。

2022 年 6 月，重庆市文物局和四

川省文物局签署《共同建设川渝石窟
寺国家遗址公园战略合作协议》，共
同成立川渝石窟保护研究中心、川渝
石窟保护研究联合实验室及科技创
新基地。双方共同编制川渝石窟寺国
家遗址公园建设规划，携手打造中国
南方石窟寺保护利用高地。

伴随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再醒惊
天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
全国 50 余家单位共同开展考古发掘
与多学科联合攻关。在考古发掘工作

中，还构建了集“决策管理、预防性保
护、应急保护、安全防护”于一体的现
场保护体系，采用装配式多功能考古
工作舱，实现了考古理念创新与保护
技术突破，在全行业起到了引领示范
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过
去几年来，四川同样着力颇多。2023
年 10 月，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

左图：三星堆博物馆（资料图片）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让巴蜀文化绽放光彩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2 月 28 日 ，以“ 人 文 山 水 时 光
峰 峦 ”为 主 题 的 贵 州 省 博 物 馆 基 本
陈列展《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开展
20 余 天 ，吸 引 超 15 万 人 次 观 展 。
3000 多 件 文 物 系 统 展 示 了 贵 州 30
万 年 历 史 文 化 的 通 史 ，让 参 观 者 饱
览贵州的魅力。

截 至 目 前 ，贵 州 现 有 世 界 文 化
遗产 1 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
3 项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99 项
159 处、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628 项
1025 处 、市（州）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2000 余项。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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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黔 中 大 地
徐徐展开。

2023 年，贵州大力实施红色文化
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
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
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

在深化考古与文明历史研究方
面，2023 年，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成

功入选“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这是贵州考古第八次获得该荣
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海龙屯遗址第
一阶段考古顺利收官，15212 件出土
文物移交对口单位，围绕遗址出版的
图书《海龙屯（全四册）》入选“2022 年
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贵州省
博物馆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被评为“2022 全国优秀文物藏品修复
项目”。

左图：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海龙屯
遗址 胡志刚 摄

保护文化遗产 推动传承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2023 年 9 月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第 45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 中 国 云 南“ 普 洱 景 迈 山 古 茶 林 文
化 景 观 ”列 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成
为 全 球 首 个 茶 主 题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
该 项 目 申 遗 成 功 ，展 示 出 我 国 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中 取 得 的 成 就 ，也 让 云
南 在 保 护 传 承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等 方
面 的 生 动 实 践 、创 新 举 措 广 受 各 界
好评。

景 迈 山 古 茶 林 申 遗 成 功 之 外 ，
云南还在积极推进滇缅公路申报中

国 申 遗 预 备 名 单 。此 外 ，“ 云 南 红 河
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
兴”项目入选国家文物局“2023 年度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十佳案例”。同
时，云南持续推进长征、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村
镇街区）保护管理，持之以恒抓好文
物 安 全 工 作 ，推 动 重 点 博 物 馆 建 设
等等。

2023 年 ，云 南 省 文 博 宣 传 教 育
活动有新亮点：组织开展了以“5 · 18
国 际 博 物 馆 日 ”为 主 题 的 256 个 系

列 宣 传 展 示 活 动 ，在 澄 江 化 石 地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博 物 馆 开 启 以“ 知 识 奇
遇 季 ，暑 期 研 学 游 ”为 主 题 的 2023
年 清 凉 一 夏 研 学 游 直 播 活 动 ，在 第
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文化和旅游
馆 序 馆 设 置 博 物 馆 文 创 专 区 ，搭 建

“ 永 不 闭 馆 的 展 厅 ”，云 南 省 博 物 馆
《听 ，历 史 在 说 话》获 2023 年 度“ 全
国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优秀项目十
佳”称号。

左图：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
陈飞 摄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云南日报记者 侯婷婷 陈飞

中华文明在陕西这片沃土留下
的 印 记 ，有 展 现 史 前 文 明 之 光 的 半
坡，有“石破天惊”的石峁，有周秦汉
唐的传承，有延安的红色印记。

近年来，陕西集全省之力，积极
打 造 一 条 考 古 发 掘 、保 护 研 究 、展
示 传 播 、合 作 交 流 的 文 化 传 承 、创
新链 条 。

推 动 大 遗 址 保 护 。陕 西 省 在 大
遗址集中的西安、宝鸡、咸阳等市实
行 考 古 前 置 制 度 ，实 现 出 让 时“ 净
地 ”供 应 ；发 挥 高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优

势 ，加 强 大 遗 址 保 护 研 究 。同 时 ，深
入 挖 掘 大 遗 址 价 值 ，加 强 保 护 利 用
宣传。

融合文保与文旅。秦始皇帝陵铜
车 马 博 物 馆 建 成 开 放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建 设 特 色 突
出，建成秦始皇帝陵、石峁遗址、统万
城遗址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7 处。春
节假期，陕西各文博开放单位共计接
待观众 733.59万人次。

西安城墙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
一张特别的名片，目前已实现了文保

展 示 、交 通 改 造 、生 态 提 升 、文 化 复
兴、城市发展 5 个方面的蜕变。如今，

“大数据监测+智慧化管理”让千年
城 墙 焕 发 新 机 。2024 西 安 城 墙 新 春
灯 会 围 绕“ 灯 火 暖 长 安·龙 启 中 国
年”主题，在“辉映长安”“福运天下”

“锦绣中华”“梦幻童真”四大灯区展
示 龙 年 特 色 鲜 明 、春 节 气 息 浓 郁 的
近 20 组花灯。

左图：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寨塬盖
夯土建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推动大遗址保护 融合文保与文旅
□陕西日报记者 赵茁轶

塞 上 宁 夏 ，拥 有 丰 富 的 文 化 遗
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化传
承发展，是塞上儿女对历史负责、对
未来担当的重要使命。

去年，宁夏围绕配合基本建设与
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相继开展文物
保护、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等工作，
水洞沟遗址、鸽子山遗址、姚河塬遗
址、张家场城址、苏峪口瓷窑址等重
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实证了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格局发展进程。

“目前，全区已登记的 3818 处不
可移动文物，516 处文物保护单位，75
座博物馆，以及长城、西夏陵、水洞沟
等遗址，串起了黄河宁夏段各个历史
时期开发建设的历史轨迹。”宁夏文
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些年，宁夏在文化遗产“活起
来”上深下功夫。去年，宁夏博物馆以
馆藏文物“琉璃鸱吻”为元素，推出芒
果、抹茶、蜜桃 3 种口味的文创雪糕，
文物跨界与美食联动，一时间引发抢
购潮，成为博物馆里的流量担当。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刚刚过去
的 春 节 假 期 ，宁 夏 各 博 物 馆 充 分 发
掘 馆 藏 文 物 藏 品 资 源 ，凝 练 展 示 主
题，围绕龙年春节主题，精心策划推
出“ 龙 行 中 华 —— 甲 辰 龙 年 生 肖 文
物大联展”等系列展览 27 项，推广以
需定供的“菜单式”“订制化”展览服
务 ，为 群 众 带 来 更 多 高 品 质 的 文 化
体验。

左图：皮雕非遗传承人郭靖的案
头上铺满了他亲手绘制的设计图。

（资料图片）

传承守护好塞上山川的文化根脉
□宁夏日报记者 何耐江

花 灯 、社 火 、剪 纸 、陶 艺 、年 画 、
茶 艺 、皮 影 戏 、十 二 木 卡 姆 、麦 西 热
甫……龙年正月开始，新疆多样的非
遗把各族群众的新春打扮得绮丽炫
目。对非遗的充分发掘、保护、传承、
利用，让这些随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
文化瑰宝，越加清晰地走入了人们的
生活。

近年来，新疆相继实施了《自治
区非遗保护条例》《自治区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法律法规，不断提高非遗传承保护

的规范化和系统性水平，推进非遗可
持续发展。同时，持续推动非遗与旅
游融合发展，深入挖掘乡村旅游消费
潜力，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非遗特色
的主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品和演
艺作品。

在喀什古城、新疆国际大巴扎、
葡萄沟等风景名胜区，一座座非遗巴
扎、非遗集市遍地开花，让到访的游
客享受着一场场“非遗盛宴”，满足了
人们在旅途中留下美好新疆印记的
心愿。

截至目前，新疆有非遗代表性项
目 5425 个，其中 3 个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遗名录，94 个入选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名录，315 个入选自治
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全疆已有 120 个自治区级非遗保
护传承基地，并建成玛纳斯、刀郎麦西
热甫等 10 个非遗传承中心，传承人既
能传授技艺又能依靠表演和手艺增
收，热情展现中华文明瑰宝的魅力。

左图：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表演刀
郎木卡姆器乐演奏。 （资料图片）

如春之暖，非遗画出风景线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13省区市党报联动报道各地文化遗产保护

今年以来，“世遗之城”泉州频频“火出圈”——
春节前夕，泉州推出 2024 古城龙年生肖系列 IP，“十龙九

子”艺术装置一经推出即成“爆款”；正月初六，时隔 20年，泉州
重启大型民俗踩街活动，30 项非遗项目精彩上演，吸引线下游
客超 30 万人次；高甲戏《围头新娘》亮相 2024 新年戏曲晚会；
元宵节期间，泉州点亮超 2000 盏花灯，让市民游客仿若梦回宋
元……

2021 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后，泉州市多措并举，全力推动世遗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使之焕发出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促进文旅融合发
展，朝着“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阔步前进。

为了保护好千年文化瑰宝，泉州颁布《泉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
产保护管理条例》，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泉州世界遗产保护
管理的实施意见》；创新设立海丝史迹保护合议庭、巡回法庭，
设置公益诉讼观察点 44 个，聘请公益诉讼观察员 173 人。此
外，还划定了近 200 平方公里的遗产区、缓冲区、景观控制区，
高标准完成保护、整治和提升项目 800 多个……泉州 22 个遗
产点所在街道、社区相继建立“爱护遗产公约”，数百名义务讲
解员、上千名志愿者自愿参与世遗讲解、保护等工作。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
拥有各类文物保护单位 945处（其中国家级 44处），独具特色的
非遗项目 726项、总数居全省第一。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俯仰之
间，随处可见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和多元文化共融的和谐场景。

如何让古建筑绽放新活力，让“古早味”融入新业态？近年
来，泉州采用绣花针式改造手法，对 669 幢传统历史建筑登记
建档、挂牌保护、分批修缮。天后宫、府文庙保护修缮工程，分
别入选全国十佳文物修缮项目、全国优秀古迹保护推介项目；
金鱼巷“微改造”提升工程，荣获 2019—2020 中国建筑学会建
筑设计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专项”一等奖。

泉州还全力推进世遗考古项目，永春苦寨坑窑、德化窑遗
址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泉州古城入选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创建名单；打造“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总馆，每年举办活动 100 多场；“安溪历史文化展”“德化白
瓷展”亮相国家博物馆……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延
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也能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泉州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泉州设立 100 个非遗传
习所、1000 个非遗展示点，建设泉州非遗馆古城分馆。针对戏
曲、南音等非遗文化的传承，泉州市设立 1000 万元专项资金进
行扶持；在古城金鱼巷，当地开设南音表演，在旧馆驿植入古
琴等非遗项目。此外，近年来，泉州还打造了一批文艺精品，其
中 10部作品获评国家级、省级以上精品剧（节）目，13部作品获
得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等。

“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利用，既能全方位弘扬文化遗产时
代价值，也能多维度释放文化遗产经济效益。”泉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霜接受采访时表示。

2023 年，泉州着力推进文化遗产与文创、影视等产业融合
发展，举办了海丝国际艺术节、世界闽南文化节等文化活动，
组建了国内首个海丝特色国际传播中心，重点培育源和 1916

创意产业园、领 SHOW 天地创艺乐园、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等三大特色街区。泉州纪
录片《重返刺桐城》《海丝起点——泉州》全球热播，《重返光明之城》入围“2023 年度
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等。同年，泉州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增长率在全省排名“双
第一”，增加值总量连续 10年全省第一。

千古风华千古情。2023 年，泉州成功入选全国“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实现旅游总
收入 1002.40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 8652.97万人次，两项增速均居全省第一。

图①：2024 年 2 月 13 日，正逢春节长假，世遗泉州人气不断攀升。图为游客体验
戴簪花习俗。 林升 摄

图②：2023 年 12 月，第七届中国泉州国际木偶展演开幕式上，泉州木偶艺术家表
演剧目《小金刚传奇》（拼版照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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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
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其中包括“着力
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
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
动精神 、非凡理论勇气 、卓越政治智

慧、强烈使命担当，站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高度，对发展社会主义新
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
文化思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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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幅古今辉映、气势恢宏的新时代

历史文化长卷徐徐展开。
全国两会期间，福建日报和甘肃

日报、河北日报、辽宁日报、河南日报、
南方日报、重庆日报、四川日报、贵州日报、
云南日报、陕西日报、宁夏日报、新疆日报
共同推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推动
文化传承发展”联动报道，全方位立
体化呈现各地在保护传承历史文化
遗产方面的生动实践、创新举措和显
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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