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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习近平情系历史文化遗产的故事

游客在敦煌莫高窟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保护好、传承好
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
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从良渚古城遗址
申遗到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从敦煌研究院座
谈到云冈石窟考察，从
指出“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产是一张金名片”到
强调“一个博物馆就是
一所大学校”……站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守
住民族之魂的战略高
度，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和推动历史文化遗产
的保护传承工作，留下
了一段段动人故事。

寻根：“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

里来，我们走过怎样的路？”
漫步于杭州良渚古城

遗址公园，5000多年前先
人创造的“神之王国”，其文
明的灿烂令观众们发出情
不自禁的追问。

浙江余杭良渚，意为
“美丽的水中之洲”。千百
年来，这里埋藏着古老文明
起源的秘密。肩负寻根溯
源的历史使命，4代考古学
家在这里孜孜以求，探寻文
明留下的最初印记。

但是，新世纪之初的良
渚遗址，曾一度处在保护与
发展的矛盾中。在经济利
益面前，许多人并不能理解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揭示文
明起源意义何在。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赴良渚调研，对
遗址的历史地位作出阐述。

扎实有效的举措有力
开展——设立良渚遗址考
古与保护中心，余杭区实行

“城市发展反哺遗产保护机
制”、将良渚遗址区外城市
开发所得的部分财政收入
用于遗址的保护……

2007 年，格局完整、
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重
现人间；2009 年至 2015
年，由 11条水坝组成、控
制范围 100平方千米的良
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显
露真容……

2016年，著名考古学
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
张忠培致信习近平总书记，

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习近平
总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指示：
“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
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
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
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
的认识。”

2019年7月，在阿塞拜
疆举行的第 43届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会议传来喜讯——良渚古
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2020年11月，江苏扬州。
运河两岸，绿意盎然，

飞鸟翔集，亭台错落，移步
换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位于扬州城南的运河三湾
生态文化公园，沿着亲水步
道一路察看。

“吴城邗，沟通江淮。”
公元前 486年，吴王夫

差下令修建邗沟，欲以水路
沟通江淮、争霸中原。无人
料到，这个原本为军事目的
落下的第一锹，最终成为一
项泽被千秋伟大工程的重
要起笔。

“千百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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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码头，习近平总书记同市
民群众亲切交流，对大运河
的保护念兹在兹。

悠悠岁月中，大运河以
水波为曲、桨帆为歌，传唱
着中华民族奔腾浩荡的历
史壮歌，积淀了深厚丰富的
文化内涵。

2014年，中国大运河获
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激动之余，专家们道出担
忧：申遗成功的大运河，能
否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
根据。

以扬州为例。从 20世
纪五六十年代起，运河三湾
区域聚集了大量农药厂、制
药厂、染化厂等企业，环境
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这条曾哺育
亿万中华儿女的古老河流，
面临着遗产保护压力巨大、
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
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占
严重等突出问题和困难。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永远是第一位的。

2017年，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重要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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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为了大运河生态
而关停“每年能够交税 2个
多亿”的化工厂；杭州，出台
我国首个保护运河世界文
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河
南，建立遗产档案和监测系
统，及时掌握大运河水质、

水量、环境等情况……
2019年2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规划纲要》，掀开了大运河
历史的崭新篇章。

第 42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我国
大运河保护管理工作高度
赞赏。大会报告指出，中国
为应对遗产保护和管理工
作方面的问题做了大量工
作，这非常引人瞩目且具有
重要意义。

“保护文物也是政
绩”——习近平总书记不断
强调的科学理念，让登得上
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
乡愁的美好画卷，在中华大
地徐徐展开。

传承：“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2020年 9月 28日，考古，
这门略显高冷的学问，走进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
课堂。

讲解人陈星灿，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专家。在 6天前
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
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同包括陈星灿在内的
发言代表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学习的主题是我国考古
最新发现及其意义。”陈星灿
回忆说，总书记对许多考古项
目都十分关注，并对做好考古
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要求，其
中之一便是“要做好考古成果
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

亘古星宇下，敦煌莫高窟
静立千年。

“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
煌文化传承好”——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时时回响在
敦煌人耳畔。

2019年初秋，河西走廊金
风送爽。

从北京乘机抵达敦煌市，
习近平总书记即前往莫高窟，
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
文物保护研究情况。

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
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
时，他对“研究和弘扬敦煌文
化”提出具体要求：“要揭示蕴
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
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博物
馆热”不断升温，考古成果和
历史研究成果的创新传播吸
引着人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
的灿烂。

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
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
星散在广阔中华大地上、绵延
于岁月长河中。这些不可再
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正
为亿万中华儿女注入强大的
精神动力。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