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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6 月 21
日 20 时 40 分许，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富
洋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截至目
前，事故已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
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宁夏银川市兴庆区
富洋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造成多
人伤亡，令人痛心，教训深刻。要全力

做好伤员救治和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
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
责任。当前正值端午假期，各地区和有
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工作落实，盯紧
苗头隐患，全面排查风险。近期有关部
门要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
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有

效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习近平指示，应急管理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
监管总局等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
场指导做好伤员救治和应急处置工
作。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已组织力
量全力做好善后工作。目前，医疗救
治、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习近平对银川燃气爆炸事故作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提到农村的孩子，你会想到什么？
山野上的放牛娃？村口树下的肆意撒
欢？或是靠爷爷奶奶拉扯着长大、只能
和手机相伴的留守儿童？抛开这些刻
板印象吧，来浙江的乡村，重新认识一
下这些孩子和他们所在的地方——

走进德清县兆丰未来社区悦读悦
享·开元书院，我们注意到一个墙角：整
洁的木地板上，立着一排儿童水壶。它
们的主人是秋山幼儿园大班的十几个
孩子，孩子们正在二楼的公共空间上一
堂漆器非遗体验课。这排水壶色彩缤
纷、款式新颖，有男生喜欢的奥特曼，也
有女生喜爱的小动物，整整齐齐码放在
墙角，静静等着小主人下课。

这是城里很多青少年宫教室外常
见的场景。在德清的这个乡村，也已变
得平常。一个个小水壶，折射出城乡孩
子在物质上、审美上乃至人的全面发展
上，都已趋向同一水平。

这就是浙江的乡村，哪怕只是一个
墙角，都在向你诉说：我们和以前不一
样了。深入实施“千万工程”20年，浙江
的乡村有着相似的变化，崭新的楼房、
整洁的村道，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浙江
的乡村又各有特色，你有文化馆，我有

博物馆，文化风貌大不相同。曾经在建
设中遇到“千村一面”的阵痛，也因为深
挖文化内涵而逐步得到改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
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
貌怎么样。连日来，我们蹲点德清，走
访全省，要说最直观的感受，那便是村
子有了文化的气息，村里的人也越来越
文气。

村庄里的文艺范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历史
悠久的农耕文明如何在新时代展现其
魅力和风采？

在德清县阜溪街道郭肇村里，就有
一个“高大上”的农耕文化馆。特有的
时令节俗、悠久的农耕文化，都是参观
者和自然对话的“小秘密”。

阜溪街道党工委委员夏赛祎说：
“2013 年，为推进郭肇村中心村集聚和
莫干溪谷项目，很多郭肇人要搬家。生
活条件改善是好事，可家里的‘老古董’
怎么办？街道提出建设农耕文化馆，村
民把有价值的古旧农具都捐了出来。”
目前，这里收藏了 300 多件农具和传统

农家用品，可看可玩可感，还被认定为
浙江省首批乡村博物馆。依托莫干溪
谷的客流，这里成了孩子们体验乡村和
农耕文化的“知识库”，村里人也会带着
家人来看看过去的岁月。

老物件留下来是第一步，年轻人走
进来才是康庄路。农耕文化馆仿佛一
颗时空胶囊，里面有乡村振兴的“密
码”，也有支撑人们始终不渝建设家园
的心气。这样的乡村文化场馆，把我国
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
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

以一村，见一城。看德清的规划蓝
图，一个集聚中的博物馆群落，正在龙
胜村的土地上拔地而起。“你看这片工
地，背后是山，前方有水，是典型的江南
文化和地貌的缩影。”德清县文旅集团
现场负责人施杰介绍，这个江南之源文
化遗址公园项目，总用地 570 亩，分为
博物馆群综合展示区、遗址公园体验区
等 5 个板块，集聚瓷文化、茶文化、珍珠
文化等业态，还有酒店、研学等配套项
目，未来，这里将成为一个辐射长三角
的体验式博物馆群落。

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活态

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村庄的面貌正变得
越来越有文艺范。

全国首个纺梭主题博物馆——传
梭博物馆，“生长”在杭州市余杭区百丈
镇溪口村；保留畲乡风貌的云夕图书
馆，“安放”在海拔 600 米的寂静戴家
山；清水混凝土建筑、一步一景的龙溪
艺术馆，“绽放”在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
源口村⋯⋯最近，这些在社交媒体上被
频频打卡的文化场馆，都不约而同地选
择栖身田野乡间。

我们曾略感担忧地问过一位馆长：
“把博物馆开在距离城市一个多小时车
程的乡村里，会有人去吗？”她笑着回答：

“现在的乡村，不一样的，我有信心！”

生活中的时髦感

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
视，乡村生活也有了新的要求。

用德清县文化馆副馆长程艺的话来
说就是，老百姓的眼光高了。“物质条件
变好了，大家更追求文化生活的品质。
类似莫干山音乐节这些时尚而有活力的
活动更受欢迎了。”他有感而发。

（下转第二版）

心有所依，涵养精神家园
——“千万工程”启示录之四

本报记者 陆 遥 通讯员 俞思衍

又是一年端午。吃粽子、插艾叶、
赛龙舟⋯⋯浙江各地端午氛围感十足。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今年的端
午季也引得各路品牌下场“斗法”。特
别是对以节令食品为主要营生的老字
号而言，这是它们的“必争之地”。在新
消费、新业态涌现的形势下，坚守与创
新之间，浙江的老字号在今年端午季放
了哪些招？又是如何实现新“生长”的？

应季新品打出健康牌

粽子无疑是这几天浙江人餐桌上
最应景的美食。

传统老滋味正“玩”出健康新风
味。今年端午季，老字号五芳斋在粽子
的主料上做文章，创新推出的大黄米粽
子出现在各大商超的货架上。“大黄米
富含膳食纤维，属于优质粗粮，口感更
为香糯，也比糯米更容易消化，符合现
在消费者注重养生、追求健康的需求。”

五芳斋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还在原
先的“FANG 粽系列”基础上，新推出了
糯玉米栗子粽、玉米紫薯粽等多款“轻
食粽”，通过加入杂粮来降低热量，切中
低脂粽子这一需求风口。

而知味观今年主打的是“大师手作
端午粽”，由非遗传承人等轮番在杭州
西湖边的知味观湖滨总店现场制作，从
6 月中旬一直持续到 6 月底。“今年，我
们推出‘七星龙粽’，粽子里有七颗蛋黄
和上好的土猪肉，由非遗传承人亲手包
制。”知味观品牌营销负责人甘涛表示，这
样的商业形式知味观还是第一次尝试。

老字号胡庆余堂也在粽子上刷出
了存在感，联手知味观推出了药膳粽子
礼盒，包括薏米蛋黄大肉粽、枸杞南瓜
粽等品类，给传统口味增添新意。胡庆
余堂药膳馆总经理张永胜告诉记者，这
次跨界的市场反响远远超出自己预期，
早在十多天前，提前备货的数万份药膳
粽子礼盒就已售罄。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花式养生”日
益受消费者青睐的当下，今年浙江老字
号主打“健康牌”的新产品，正好抓住了

这波养生潮，将有力带动今年端午季的
销售额。

老面孔下有颗年轻的心

面对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老字号
纷纷放下包袱，主动拥抱年轻消费群
体。年轻人的兴趣点在哪里，哪里就是
老字号试水的方向。如今的“粽子争夺
战”，早已超出“咸甜之争”的范畴，创新
口味花样很多。

今年五芳斋脑洞大开，推出真果肉冰
粽系列，有榴莲、芒果、桑葚、杨梅等多种
口味，传统糯米粽皮也替换成柔软的冰
皮。“为适应现在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我们
研发了不少粽子界的新物种。”五芳斋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位于嘉兴的五芳斋产业
园研发大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产
品、新工艺、新技术诞生。

不少人喜欢在端午节喝点黄酒，为
满足大家的消费习惯，会稽山绍兴酒股
份有限公司新推出了一款低度起泡米
酒，酒精度更低，也更适合年轻群体的
口味。“去年以来，‘微醺经济’持续升

温。”该公司党委书记、首席酿酒师傅祖
康表示，这款新品，刚好能满足年轻人
的需求。

与此同时，张永胜也欣喜地发现，最
近胡庆余堂药膳馆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
面孔。数据显示，购买端午特惠套餐的
消费群体中，年轻消费者超过60%。

“老字号只有不断求新、求变，才不
会‘老’。”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小
毅认为，立足品牌口碑和品质保障的优
势，主动适应年轻消费者的创新需求，
已成为越来越多老字号企业的共识。

在国潮风兴起的当下，或许正是老
字号“逆生长”的最好时机。“国潮崛起的
核心是文化自信，这为根植于传统文化
的老字号品牌焕新提供了契机。”王小毅
表示，今年端午季，不少老字号企业面对
涌现的消费新需求，通过发挥传统优势
和深挖文化底蕴价值，更有效地创造了
新的消费产品和价值点，成为这一轮新
出现的消费场景和业态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而进一步加速消费市场的复苏。

显然，经历了岁月洗涤的老字号，
正写下故事新的一页。

瞄准青年群体，新产品新场景层出不穷

端午季，浙江老字号更显年轻态
本报记者 王柯宇

一万年前，上山人的脚印，落在了金华浦江。在这里，
先民们告别山林，走向旷野；在这里，先民们种出一粒稻米，
升起一缕炊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
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上山遗址，20多年前被发现于浦江县黄宅镇。上山文
化，把浙江的历史推进到了万年前，填补了长江下游及东南
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上山文化遗址群发
现的稻作遗存、木构建筑遗迹和环壕、彩陶等，为探索人类
文明起源及农业起源等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例证。

从山林走向旷野

沿浦阳江上溯，稻田连绵起伏，上山考古遗址公园镶嵌其
间。黄泥夯的墙，仿茅草屋顶，走入其中仿佛穿越万年。“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万年上山，世界稻源”的题字，赫然在目。

10多年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和同
事们在黄宅镇渠南村的小山丘上发现了一个“黑”点：一粒
炭化稻米，粒长 3.732 毫米、粒宽 1.667 毫米、粒厚 1.723 毫
米，小到要用显微镜才看得清。

这粒米，质量很轻，分量却很重。经研究分析，这粒米属
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它证明了万年前的上山先民
已开始驯化、栽培水稻。它是目前考古发现中，世界上最早的
栽培稻遗存，实证了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

上山遗址带给世人的，不只有稻米。
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块块暗红色的夹炭陶片、一个个大

口盆。研究显示，上山文化彩陶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
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中，展示着不少考古挖掘现场的图片。“你们看，这一排排

柱洞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组成一个个长方形平面，其中暗藏着上山先民的智慧。”
上山遗址管理中心主任于炤元告诉我们，规整的房屋遗迹，干栏式房屋和地面式房
屋，说明上山先民已在旷野定居。

发现上山遗址后不久，有人提出，同时期周边会不会也有先民生活？当考古人
员的脚步走出浦江，他们在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地陆续发现了 21 处村落聚居
群。这些遗址以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为分布中心，形成了一个面积 2 万多平方
公里的遗址群，是迄今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
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在上山，感受来自万年前的风。上山文化的背后，更藏着农业起源、村落之始
的答案。

走在申遗路上

2022 年 5 月，上山文化遗址联盟的 4 市 6 县（市、区）共同携手，正式走上申遗
之路。“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考古界泰斗严文明曾笃定地说，拥有两
个“世界第一”的上山文化，当然是有资格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

良渚文化从发现到申遗成功用了80年，上山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同样任重道
远。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不仅是争取为浙江、中国再添一项世界级文化遗产，更
将填补世界文化遗产中稻作起源考古遗址的空白，对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有重
大意义。

申遗的每一步，都不容易。2022年5月，合温高速线位通过省级审查，但线路
可能会对上山遗址的环境风貌造成较大影响。于炤元拿出一张地图指给我们看，
上面标注着上山遗址的遗产区、缓冲区等区域。在缓冲区东侧边缘，一条红线穿遗
址而过。

“今年初，合温高速线位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于炤元说，省交通厅、省文物局、
申遗专家陈同滨团队与浦江县相关部门一起，以15米高的气球模拟了8个高速点
位，现场商定方案，踏勘后最终明确，将合温高速东移500米。

与此同时，考古团队对于上山文化的思考，以及对于万年前上山人的居住、农
业、文明等情况的研究与探寻，仍在不断深入。今年 2 月，国家文物局正式颁发考
古发掘证照，上山遗址第五次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

（下转第二版）

再访上山考古遗址公园

，感受上山文化价值

—
—

一粒米中读万年

本报记者

姜晓蓉

叶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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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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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米中读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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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文脉

6月22日，端午节，阔别3年的杭州西溪湿地龙舟赛再度回归。在西溪深潭口，锣鼓声中，300余条龙舟展开实力比拼，迎接杭州亚运。
本报记者 魏志阳 丁珊 摄龙舟争流迎亚运

本报讯（记者 夏丹 通讯员 陆海东
陈炎飞） 日前，东阳市三单乡前田村农
户单乔乔在当地举办的全省担保增信
助力扩中家庭增收致富活动上，获得
50 万元担保授信，“今年我还想增加两
条茶叶生产线，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
当天，和单乔乔一起，该乡山背村村民
周九妹、金航村村民刘国龙也分别获得
20万元、15万元的授信。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财政厅扎实
实施“厅领导十大专题调研”和“百名处
长查百难破百题建百功”活动，深入基
层摸实情、听实话、出实招，特别是从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及社会关
切中找突破口，着力解决党委政府关
注、百姓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

“ 我 们 在 前 期 的 蹲 点 调 研 中 发
现，符合扩大中等收入要求的农户家
庭，普遍对资金需求强烈，可是苦于
无抵押物，加上农业经营周期长，金
融机构放贷的风险较大，所以一个想
贷，一个不敢放贷。”省财政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以存在问题为突破口，该
厅与省农担公司、农商银行等金融机

构协商，力促金融机构设计出有利于
精准扩中的专属产品——“浙里担”
共富贷系列产品，重点支持有意愿回
乡创业和留在乡村靠自己生产致富
的扩中家庭。

周九妹告诉记者，她今年想扩种
香榧林，手头正缺资金。可香榧种下
去头两年基本没有收益，想贷款难上加
难，“这笔授信担保费率不高，后顾之
忧少了很多。”目前，她已经着手扩种
香榧林了。

周九妹的经历，正是大多数扩中农
户的写照，也因此成为浙江探索破解扩
中农户家庭增收的具体路径之一。省
农担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针对扩中
家庭推出的共富贷产品已在东阳落地，
如三单乡50余户扩中家庭已成功获得
当地银行授信近900万元。

接下来，省财政厅将瞄准扩中家庭
增收致富目标，在金华、绍兴及建德、黄
岩、衢江等地加快推进“浙里担”共富贷
系列产品落地，并最终覆盖全省，解决
省内扩中家庭生产经营资金难题，助力
共同富裕。

省财政厅聚焦扩中农户增收出实招

扩种创业，贷款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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