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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
江，赋予浙江“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
积极探索”的重大使命。今年 4 月，浙江创
新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这是我省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
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千万工程”，助力

“三支队伍”建设，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的创新之举、生动实践。

为推动文化特派员制度成为全国示
范、群众可感的基层宣传文化工作样板，本
报今起推出《文化特派员日记》专栏，以文
化特派员第一视角讲述他们在基层的所见
所闻、所思所悟，讲述他们的奋斗故事、感
人故事，展示文化特派员的实践探索和工
作成果，呈现乡村文化发展图景，体现广大
农民群众文化认同感、获得感、幸福感。敬
请垂注。

重点结对村：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
6 月 19 日，“村课 20 讲”首场宣讲课

结束，这是我为下姜村打造的党的创新理
论进基层项目。作为首堂村课主讲人，这
段时间我反复打磨修改讲稿，现场表现没
丢脸，村民们的积极反应，也让我松了
口气。

下姜村是浙江连续7任省委书记的基
层联系点，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就曾多次到下姜，担当村庄发展引路人。
这些年村庄变化天翻地覆，和这样的“明星
村”结对，坦白说压力不小。

我还记得第一次以文化特派员新身
份到下姜村时，青山相伴、绿水环绕的环
境让人格外舒畅。镇村干部告诉我，如今
的下姜村，凭着好山好水好风光，生态旅
游和民宿产业风生水起。“现在城里人都
爱到村里来，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村党总支书记姜丽娟说，村民口袋鼓了，
脑袋富起来的需求也多了，这几年村两委
有意识多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但力量毕竟
有限。

村民当下究竟有哪些精神文化需求？
在廊桥上、亭子间、村民家，我找不少人聊
了聊。得知我是省里选派的文化特派员，
大家特别热情。“我们现在吃的用的不比城
里差，就是要跟城里一样，晚上文化活动多
一些、再热闹一些就更好了。”“我们农创客
创业都有政策支持，但技艺提升上遇到瓶
颈，希望能有大师来村里指导指导。”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回答很实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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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
大运河，一部流淌在华夏大地的史诗。她在地理意义上联

通南北，从精神层面贯穿古今，绵延成数千年的中国文脉，生动
诠释和有力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殷殷
嘱托。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我们要学深悟透
总书记关于大运河的系列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把大运河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让这条经济之河、民生之河、生态之河、文化之河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的光彩。

（一）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在总书记心

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这份
运河情怀，留下了一连串的“文化足迹”，演绎出总书记与运河
的许多故事。

2006 年的一天，杭州水上巴士“西湖”号迎来一位特殊的
乘客。从拱宸桥到艮山门码头，古老运河与现代风光迎面而
来，当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杭州运河正在进行综合保护，他频频
点头，提出“希望杭州能再接再厉，继续做好运河综保工作，使
杭州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和谐发展”。这位乘客就是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大运河考察调研，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从京杭运河上的“西湖”号，到北京
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自南向北、
由一域到全国，行与思之间，总书记的“运河情怀”不断延展升
华。在总书记的直接推动下，2019 年，国家层面出台了《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大运河也被列入首批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项目。

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考察时，专门来到绍兴浙
东运河文化园，拾级登上园内高拱石桥，看到古运河流水绵延，
不远处的高架桥上车流不息。总书记感叹“在这里可以畅想一
下古今沧桑”。随后总书记又到浙东运河博物馆参观，临别前
殷切嘱托要“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

沧桑一瞬，一眼千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崇高使命和深沉情怀，把文化遗产工作摆在治
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系统谋划部署，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做深、做透、做
到位，建设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才能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不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

（二）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要彰显“人民的运河”的目标

方向。
悠悠千载，大运河“这篇文章”的文眼，就在一撇一捺的

“人”字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有着十分精准的战略定位，
在不同场合强调让大运河造福人民的旨归。2006 年在杭州调
研大运河时，要求“把运河真正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杭州特色
的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真正成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
河’”。

2020年11月，总书记考察扬州市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在码头同市民群众亲切交流后指出，“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
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
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
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有人统计，大运河流域居住着中国近八分之一的人口。亲
民性与生活性构成了大运河最鲜明的文化本色。曾经浪桨风
帆、千艘万舻的大运河，如今不仅依旧航船辐辏、工商并茂，而
且宜居宜业、物阜民丰，发挥着水利、航运、生态、文旅等综合
功能。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造福人民作为运河保护的根本立足点
和落脚点，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同时让更多人民群
众参与到大运河保护中来，让保护传承利用各项工作真正融入
城市肌理、融入百姓生活，让致富河、幸福河实至名归。

（三）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要坚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的实践要求。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考
察时强调，“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
资源”。4 个月后，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再次作出重要
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
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大运河是世
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
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大运河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
价值，深刻阐释了大运河文化保护和利用、传承和发展的辩证
关系，其中蕴涵的思路、方法、答案，为统筹保护、传承和利用，
让大运河在新时代绽放出璀璨光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浙江共有11个河段、13个遗产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河段
长度327公里，流经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等5市20多个县

（市、区），是大运河中全线通航、至今仍在活化利用的省段之一。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重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

图绘到底，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协调共进，以文气
聚人气，让人流跟着文脉走，大运河必将成为新时代展示浙江
形象、赓续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四）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要扛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浙江探索的重要使命。 （下转第三版）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
之江评

“远不过阿里，苦不过那曲。”只有置身于
这“世界屋脊之屋脊”，才能真正体会这句西
藏俗语里的“那曲之苦”：平均海拔4500米以
上，空气含氧量仅及海平面的一半，年平均气
温在零摄氏度以下，坚硬的冻土上千年来种
不活一棵树⋯⋯

1994 年，对口援藏大幕正式拉开，浙江
对口地区被确定为这里。

人们口中的“生命禁区”“世界屋脊之屋
脊”，645 名浙江援藏干部人才前赴后继，忘
我奋斗。伴随着岁月流淌的，是超60亿元援
藏资金注入羌塘大地，438 个援助项目落地
生根。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会见
那曲党政代表团，强调要更多地关注西藏、热
爱西藏，关心那曲、支持那曲。2020 年 8 月，
中央召开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
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把援藏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做下去，
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深深扎根 30 年，一任接着一任干。如
今，这片藏族群众口中神奇的、坚韧的、充满
希望的土地上，新的传奇正在上演。

“建设更多团结线、幸福路”

明晃晃的亮。

多年以后，邢最荣依然记得第一眼看到
那曲的样子。这位浙江第一批援藏干部的领
队告诉我们，1995 年初夏，当车子顶着这片
刺眼的亮光开进那曲县城，大家才知道，离浙

江近4000公里的这片雪域高原上，多数百姓
还住在铁皮顶的房子里，而让援藏干部一路
眯缝着眼睛才能前行的，正是屋顶反射的
阳光。

援藏，是浙江对口支援工作的重中之
重。千里迢迢来到这里，那曲最缺什么？百
姓最需要什么？

“组团式”帮扶、“互动式”合作、“精准式”
对接⋯⋯邢最荣说，不论名称如何改变，所有
援藏干部最关心的，从来都是那曲百姓的生
活。每一届指挥部不约而同地，都是把惠民
生作为头等大事——

浙江首个援藏项目申扎县甲岗水电站，
从1998年起给万千牧民送去光明；

浙江小区、杭嘉小区、浙江中学等民生工
程，让那曲牧民一跃“走进”现代化生活；

杭州实施“抬头挺胸”项目，从2019年起
成功救治26名脊柱畸形患者，平均每人身高
提升17.7厘米；

台州探索“组团式”就业新模式，带动就
业援藏跑出浙江速度，仅2023年就有121名
那曲籍高校毕业生在浙江就业创业。

⋯⋯
漫步那曲市中心，一条宽敞的水泥路贯

穿东西。这条几经扩建的“浙江路”，已是当
地最繁华的街区。

路的背后，是始于第二批援藏干部的一
场接力：1998年初夏，当他们刚到这里时，高
原土路狭窄坑洼，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城市，
没有一条水泥路。

要为当地留下一个既能方便百姓，又能
带动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

（下转第四版）

在“世界屋脊”书写传奇
——浙江对口支援那曲30周年纪事

本报记者 陈佳莹 王逸群 沈烨婷

浙江省能源集团在那曲海拔4750米的高寒缺氧地带建设的50兆瓦光伏储能电站。
浙江援藏指挥部供图

向着科技强国不断前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科技创新发展纪实

总书记西北行丨新华社记者手记：

江河一脉家国梦
（据新华社 详见第三版）

舟山推动普陀鹅耳枥人工种群重建——

地球独子，不再孤单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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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晚 9 时，新安江水库开启
三孔泄洪。 拍友 孙力图 摄三孔泄洪

强降水将持续至本月28日

形势严峻，各地投入防汛硬仗
（详见第二版）

杭州经受暴雨考验，记者基层目击——

他们，迎着疾风骤雨而去
（详见第二版）

〉〉8~9版

理论周刊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