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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晚，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惊艳亮相。古老良渚的秋分之境、散
发宋韵的流水青山写意画卷、弄潮儿
勇立钱江潮头的拼搏形象⋯⋯一场独
特诚挚的人文盛宴，用艺术的语言诠
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世人惊
叹中国文明的厚重，领略盛世中国的
诗意，更感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勃勃生机。

“浙江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 上 积 极 探 索 。”9 月 20 日 至 21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对浙江提
出 了 新 要 求 ，在 之 江 大 地 引 发 强 烈
反响。

谆谆嘱托，催人奋进。大家纷纷
表示，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赓续历史文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加强文化交流传播，不
断 提 升 中 国 文 化 感 染 力 和 中 华 文 明
影响力。

守正出新，赓续历史文脉

9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
到 位 于 绍 兴 的 浙 东 运 河 文 化 园 考
察 。 他 步 行 察 看 古 运 河 河 道 和 周 边
历史文化遗存，详细了解浙东运河发
展演变史和当地合理利用水资源、推
进大运河保护等情况。

看着总书记参观的新闻画面，中
国 水 利 学 会 水 利 史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邱
志 荣 十 分 激 动 。 他 是 浙 东 运 河 文 化
园 主 体 建 筑 浙 东 运 河 博 物 馆 陈 列 布
展的核心专家，熟悉这里的每一件展
品。他说：“总书记亲临考察浙东运
河，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 总 书 记 强 调 ，大 运 河 是 世 界 上
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
遗产。挖掘运河文化，正是我多年以
来坚持的事业。”邱志荣感慨地说，大
运河与大禹治水紧密相连，目前自己
正带领团队绘制“禹迹图”，深入挖掘
大禹文化，让大运河传承文脉，生机
澎湃。“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守
正出新，继续前行，为研究博大精深

的 中 华 文 化 和 五 千 年 华 夏 文 明 作 出
新的贡献，取得更重要的成果。”

同样感到振奋和鼓舞的，还有生
活在大运河沿线的人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古老大
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这给我们以深
刻启示，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
向 。”德 清 县 新 市 镇 党 委 委 员 朱 超
说。新市镇是一座应运河而生、因运
河而兴的江南水乡古镇，运河为新市
带 来 了 经 济 和 文 化 上 的 繁 荣 。 近 年
来，新市先后开设运河书局、仙潭学
堂 、诗 路 文 化 数 字 体 验 馆 等 文 化 阵
地 ，并 结 合 研 学 、讲 座 、读 书 会 等 方
式，进一步传承和弘扬运河文化，受
到 了 市 民 游 客 特 别 是 年 轻 人 的 欢
迎。朱超说：“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
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大运河是浙江悠久历史的现实
见证，是浙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的 活 态 长 廊 、‘ 博 物 馆 ’和‘ 百 科 全
书’。”省委宣传部文化发展改革处处
长、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董富全表示，要
按 照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建 好 用 好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浙江段），努力
打造遗产保护有力有效、生态环境优
越宜人、功能价值完整突出、国际影
响广泛深远的示范段。

“赓续历史文脉, 加强文化遗产
保 护 ，推 动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创新性发展。”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陈 水 华 尤 其 关 注 总 书 记 这 一 番 话 。
作 为 一 名 文 博 工 作 者 ，他 深 感 使 命
光荣。

一个月前，由浙江省博物馆之江
新馆、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浙江文学馆以及
配 套 的 公 共 服 务 中 心 围 合 而 成 的 浙
江 文 化 新 地 标—— 之 江 文 化 中 心 面
向公众开放。一个月来，浙江省博物
馆之江馆凭借丰富优质的展览内容、
先进多元的展陈手段，吸引众多市民
游客前来参观。火爆的预约情况，让
陈 水 华 切 实 感 受 到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自信。

陈水华认为，在浙江这样一片历
史 悠 久 、文 化 积 淀 深 厚 的 土 地 上 工

作，浙江文博人倍感光荣，理应乘着
潮流之势，扛起责任，勇于担当。“作
为 省 内 最 大 的 综 合 性 人 文 科 学 博 物
馆，也是央地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
我 们 要 更 好 地 担 负 起 新 时 代 新 的 文
化使命，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个重要窗口，开展中外文明交流
互 鉴 的 重 要 平 台 ，传 承 浙 江 历 史 文
脉、守护红色根脉的重要场所。”

“ 总 书 记 指 出 ，坚 守 中 华 文 化 立
场，积极发展反映时代要求、具有时
代特色的新文化，发展中华文明的现
代 形 态 。 杭 州 国 家 版 本 馆 正 是 发 展
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生动实践。” 杭
州 国 家 版 本 馆 馆 长 吴 雪 勇 说 。 杭 州
国家版本馆承担着版本收藏保护、保
藏研究的重要职责，是中国国家版本
馆中央总馆异地灾备库、江南特色版
本 库 及 华 东 地 区 版 本 资 源 聚 集 中
心。目前，通过多方征集，杭州国家
版 本 馆 已 有 各 类 版 本 超 过 250 万 件

（册）。
“我们将结合学习贯彻总书记在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座 谈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神，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在浙江考
察 时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聚 焦 主 责 主
业，努力成为版本典藏宝库、版本研
究高地、版本普及中心、版本活化窗
口，为赓续历史文脉、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贡献浙江力量。”吴雪勇说。

培根铸魂，凝聚精神力量

积 极 探 索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需要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 当 总 书 记 提 到‘ 弘 扬 伟 大 建 党
精神’时，我感受到肩膀上传承伟大
建 党 精 神 和 红 船 精 神 的 沉 甸 甸 的 责
任。”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年轻的讲
解员张一在南湖出生和成长，母亲也
曾是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

嘉 兴 南 湖 是 中 国 革 命 红 船 起 航
地，南湖革命纪念馆更是共产党人寻
觅先辈足迹、重温共产党初心的必由
之地。张一表示，她将充分领悟、始
终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于 浙 江 未 来
发展的殷殷嘱托，通过加强学习理论
知识、创新讲解模式，为来自五湖四
海的游客传递红船故事、中国故事，

为 谱 写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浙 江 新 篇 章
贡献青春力量。

浙江的“红色地标”，还有“浙西
南革命根据地”丽水。在那里，新时
代理论宣讲队伍正在蓬勃壮大。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第一时
间 学 习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浙 江 考 察 期
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后，遂昌县“相圃
宣讲团”讲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退
休 干 部 徐 瑞 祥 在 最 新 的 宣 讲 提 纲 中
加入一段段自己的感悟。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我们基层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广泛培育和践行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一 把‘ 金 钥
匙’。”徐瑞祥表示，将时刻加强自身
学习，以更丰富、更接地气的方式传
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让群
众在边听、边悟、边干中，真正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离不开铸魂育人的教育阵地。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考 察 浙
江重要讲话精神，让浙江大学马克思
主 义 学 院 副 院 长 、教 授 代 玉 启 感 慨
万 千 。“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之源。在我看来，精神传承最
好的方式之一，莫过于教育。”

今年浙江大学 1000 余名新生的
“开学第一课”，就是运用舞台剧、情
景 朗 诵 、音 乐 剧 、主 题 讲 述 等“ 沉 浸
式”艺术形式，诠释英烈的感人故事，
呈现党的奋斗历程。“强化红色文化
资源的教育功能，是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之举。”代玉
启说，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线教
师 ，将 持 续 创 新 传 播 手 段 和 话 语 方
式，通过打造“行走的思政课”“与先
贤对话”等新的教学模式，矢志不渝
地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堪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年英才。

“总书记要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书香社会
建设，是对我们图书馆事业的巨大鞭
策和鼓励。”浙江图书馆副馆长胡海
荣告诉记者，近年来，浙江正以数字
化改革推进全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通 过 城 市 书 房 等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建 设
延 伸 基 层 阅 读 服 务 网 络 完 善 基 层 阅

读服务体系、打造“图书馆之夜”“诗
画浙江·行走阅读”、未成年人读书节
等阅读推广品牌等方式，助力建设书
香浙江。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按 照 总 书 记 的
指示，继续持续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
标准化、均等化，以深化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社会为牵引，不断提升阅读品
质化、普惠化水平，为浙江人民打造
一个共享的精神家园。”胡海荣说。

加强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浙 江 考 察 时 强
调，运用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世界
互 联 网 大 会 等 窗 口 加 强 文 化 交 流 传
播 ，不 断 提 升 中 国 文 化 感 染 力 和 中
华文明影响力。

从 玉 鸟、玉 琮 到 宣 传 片 ，杭 州 亚
运会开幕式上，满满都是良渚元素，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良渚，认识了中华
文明。想起这一晚，杭州良渚遗址管
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姝仍
然心潮澎湃。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
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
交流、互学互鉴。”王姝表示，良渚遗
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是 展 现 全 面 真 实 立 体 古 代 中 国 和 现
代中国的“重要窗口”。“我们将深入
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
开展‘良渚论坛’‘良渚与世界对话’
等系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做深做实

‘传承弘扬’和‘活化利用’两篇文章，
‘请进来’‘走出去’，通过构建多元立
体的国际传播新格局，进一步向世界
讲好良渚故事、中国故事。”

“总书记要求浙江在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为我们打造
高水平文化强省提供了根本遵循。”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党组书记
陈广胜表示，全省文旅系统将把总书
记的深情关怀和殷切期望铭刻于心、
熔铸于魂，以感恩奋进的实际行动诠
释忠诚、不负重托。

今年以来，浙江的文旅推介和人
文交流活动已经走入韩国、葡萄牙、
挪威、伊朗、土耳其等多个国家，“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展览也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德国柏林、瑞士日内瓦、丹麦
哥本哈根等城市亮相。通过展览、演
出 等 多 种 形 式 ，不 仅 展 示 了 浙 江 风
采，更达成了许多合作。“前两天，杭
州亚运会精彩纷呈的开幕式表演，将
浙江的精彩呈现给全世界。”陈广胜
说，“下一步，我们更要创新文化交流
传播方式方法，进一步打响‘诗画江
南、活力浙江’省域品牌。”

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拓宽传播
路径。《之江新语》多语种海外出版推
广，浙版教材助推海外华文教育更上
一层楼，建立海外机构打造国际化少
儿 出 版 平 台 ⋯⋯ 浙 江 出 版 联 合 集 团
作为浙江的文化名片，以书为媒，探
索走出去路径，向世界打开了浙江之
窗、中国之窗。

“总书记提出要不断提升中国文
化感染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为我们
的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浙江出
版联合集团董事、副总编辑叶国斌介
绍 ，目 前 ，集 团 已 形 成“ 出 版 业 务 互
通，国际化经营管理”的跨国管理新
模式，下一步，在扩大海外影响力上，
还将探索更多的形式，如丰富书展活
动、结合融媒体推广等，及时传播中
国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更离不开全球视
野 。 11 月 8 日 至 10 日 ，2023 年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乌 镇 峰 会 将 在 中 国 乌 镇
举 行 。 今 年 是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乌 镇
峰会的第十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
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为我们扩大对外宣传工作提
供了指引。”桐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俞奕凌说，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
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指引下，桐乡扎
实推进网络文明建设，着力打造新时
代数字文明先行市，举办“让世界聆
听桐乡”等重点对外传播活动，系统
展 示 乌 镇 峰 会 的“ 桐 乡 窗 口 ”形 象 。
今年，还将紧扣十年办会的有效经验
和触“网”蝶变的生动实践，聚焦桐乡
数字领域的成功新案例、新成效、新
故事，以乌镇为窗口，向世界讲好中
国故事。

（采 写 ：本 报 记 者 陆 遥 严 粒 粒
宋彬彬 孙良 通讯员 俞思衍 朱敏 胡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引发强烈反响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

美丽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拍友 朱智翔 王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