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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
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用好
北大红楼红色资源，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6 月 26 日，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共北
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党史研究
室、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北京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第二届北大红楼
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活动在北大
红楼举办。

研讨活动采用一个主会场和五个
分会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革命纪念馆
负责人围绕“北大红楼历史地位的再
认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
性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大力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加强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北大红楼与伟大建
党精神研究”“北大红楼与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北京大学
与中国共产党的孕育研究”“中国共

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保护利用
与红色文化传承研究”“新文化运
动、五四运动相关事件及历史人物研
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等进行发言
和研讨。

研讨活动中，全国第一家以革命
先驱李大钊的字“守常”命名的研究
机构——守常研究院同时揭牌成立。

据介绍，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也在研讨活动中产生。前期，研讨会
面向社会广泛征稿，来自各地党史研
究机构、高校以及革命纪念馆的100余
位专家学者，围绕北大红楼与伟大建

党精神，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
播、中国共产党的孕育、革命活动旧址
保护利用与红色文化传承、新文化运动
相关事件及历史人物等研究课题，撰
写了160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经过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李大钊研
究会等机构专家审阅，精选近百篇论文
收录编辑至论文集。

来自全国各地 107 位专家学者、
30余家革命纪念馆负责同志、31处中
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单位负责人
参加会议。

（红楼）

本报讯 6 月 27 日，川陕片区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在重庆
城口召开。此次会议由重庆市文物
局、四川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共
同举办。国家文物局有关司主要负责
同志，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文物
部门负责同志及相关业务处室负责同
志，以及川陕片区各地市和部分市县
文物部门、片区规划编制单位、重庆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口县有关负责
同志出席会议。

会上，渝川陕三省市文物部门交
流了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情况，发布了川陕苏区首批革命文物
主题游线路，研讨了 《川陕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专项规划》，重庆市城
口县文物局与四川省万源市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四川省宣汉县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陕西省镇坪县文物局、陕西
省镇巴县文化和旅游局签订了《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书
写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
篇章。

川陕片区作为国家公布的第一批
革命保护利用片区，涉及渝川陕 10个
地级市 62个县市区，重庆城口县位列
其中。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关心
支持下，渝川陕三省市文物部门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
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
办、国办《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及中共中
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文物局《关于公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分县名单（第一批）〉的通知》精神，
联合签订《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合作协议》，强化“一盘棋”思想，树立一
体化理念，充分发挥川陕片区“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
作用，树立文物保护“精品意识”，推
进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据了解，根据会议签订的 《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单位将在学术交流，革命文物资源调
查，统一规划、整体保护、联合展

示，联合举办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及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达成交流
合作。

会上发布的川陕苏区首批革命文
物主题游线路包含川陕革命老区红色
主题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和以川陕革命
老区干部教育、红色研学为主题的红
色文化教学线路。川陕革命老区红色
主题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围绕川陕革命
根据地所在地区，串联渝川陕区域范
围内相关革命文物，体现川陕革命老
区的红色文化、红军精神，展示以王
维舟、李家俊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在
城口、万源、宣汉、镇巴、镇坪等地
建立红军和游击队，带领红三十三军
战斗在这片沃土的红色文化；以川陕
革命老区干部教育、红色研学为主题
的红色文化教学线路以纪念馆、博物
馆及革命烈士陵园为载体，串联渝川
陕区域内的革命老区红色文化，通过
开展现场参观讲解互动教学，让党员
干部和其他参观者学习老一辈革命先
烈英勇不屈的斗争事迹、学习革命志

士的坚定理想信念和浩然革命正气。
会议指出，下一步，三省市文物

部门将全面落实 《川陕片区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合作协议》，进一步推进川陕
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推进机制协
同，进一步完善三地专项工作组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
工作动态，商讨合作任务，及时推进
重点项目。推进规划协同，以 《川陕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专项规划》 为
牵引，推动三地文物部门特别是相关
地市、县相关规划、项目等对接衔
接、互鉴共享。推进政策协同，探索
三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保护展
示、重大文保科技攻关、财政激励保
障等政策试点。推进项目协同，在革
命文物资源调查、保护修缮、展示利
用、主题游径建设、文创开发、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联动协作，力争联合
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和全国影响力
的革命文物主题游径、片区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全国一流的红色
旅游景区景点。 （渝文）

本报讯 近期，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召开全省文物行业重
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
部署动员会，部署开展全省文物行业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
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开展时间为今年5月至
12月，为期约8个月，包括文物行业重
大事故隐患重点排查、严格整治、督导
检查、总结提升等工作内容。根据安
排，海南省7月底前将完成隐患排查，
11月底前完成整改整治和督导检查。

专项行动开展期间，各级文物行
政部门、各文物博物馆单位要严格落
实文物安全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压

实履行文物安全属地管理主体责任，
履行好文物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要
切实加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力
度，对照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
清单，从安全管理责任落实、重点场
所隐患排查、抓好开放管理和公共服
务等方面，开展自查自改。要切实严
格风险隐患整改整治，各文物博物馆
单位要对照隐患特征，建立本单位重
大事故隐患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措
施、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对隐患整改
不力或者因失职渎职酿成安全事故
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责，牢牢守住
文物安全的底线、红线、生命线。

（琼文）

本报讯 近日，由福建省文化
和旅游厅、福建省文物局、宁夏回
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
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文 物 局）主 办 的“闽 宁 昌 文 物
保 护 高 级 研 修 班 ”在 宁 夏固原举
办。福建省文物局负责同志作动员
讲话。

此次研修班的举办，既是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
也是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的具体做法，同时也是落实中央交给
福建对口援建工作的具体任务。

来自福建省和对口援建区域的
70名文物工作者在固原进行了为期6
天的经验学习与交流。研修班通过专
家授课和现场教学，全面深入交流分

享文物保护利用技术和经验。本次研
修班的课程师资强大，内容丰富，涵
盖古田会议永放光芒、黄河文化与
宁夏地域文化、历史选择六盘山、新
疆克孜尔石窟保护利用现状与展
望、宁夏历史文化遗产内涵与保护
利用、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实
践与创新、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的主要任务和实地教学等，助力
各地学员共同探讨新时代文物保护
新机制新模式。

研修班组织全体学员赴“胜利之
山”六盘山重走红军小道，参观六盘山
红军长征纪念馆、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
纪念馆，特邀讲解员为大家讲述红军故
事。全体党员学员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
念广场前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庄
严宣誓，牢记初心使命。 （闽文）

本报讯 6月 25日，“繁星计划”
四川专场启动会暨创造营第一期开班
仪式在四川内江举行。国家文物局有
关司、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文物信息
中心、内江市人民政府等相关代表出
席会议。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在国家
文物局指导下，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
事业部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发起
中小博物馆数字助力繁星计划，借助
数字科技和新媒体传播助力中小博
物馆的可持续发展。从项目发布到现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项目组与四川省
文物局紧密配合，实地调研，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繁星计划”旨在通过整
合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和腾讯平台
技术优势，填补中小博物馆数字化能
力不足，首批选择100家博物馆，运用
科技和创新能力，以多方共创方式，
助力博物馆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华文
明数字成果共享。

据悉，“繁星计划”创造营分三个
阶段为博物馆从业人员建立起实用、
适用的可持续助力路径。第一阶段以

“面对面线下培训分享”为主，整个课
程体系涵盖拓宽视野、技术升级、实
践效果三个方面，对应设置前瞻视
角、实用技能、交互分享三大模块主
题内容。第二阶段构建专属“数字文
博官”沟通机制，为首批100家博物馆
的“文博数字官”建立一对一导师辅
导，通过一对一深入需求调研，构建
实用、全面、高效的文博数字文化人
才智库，以直播分享、专项沟通、线上
指导、线下参与等方式助力中小博物
馆找到自己的升级密码。第三阶段打
造和探索可复制的实践案例，邀请博
物馆的数字文博官进行路演宣讲，展
示其阶段性收获和成果，带动更多的
文博数字人才和中小博物馆在数字
化建设上有效提升，推动文博事业高
质量发展。 （游敏）

海南开展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2023年“闽宁昌文物保护高级研修班”
在宁夏固原举办

“繁星计划”四川专场启动会在四川内江举行

第二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活动在京举办

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夏日炎炎，走进四川博物院“盛世
莲开——中国文化中的莲荷意象特
展”，仿佛误入藕花深处，“一秒入画”

“忽入莲池”，一件件文物恰似“朵朵莲
开”，荷风扑面，清香满堂。

莲荷出淤泥而不染，香远益清，象
征清廉圣洁，自在从容，早在新石器时
代的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中就能觅
其芳踪。先秦时，屈原以“莲花”寄托
高洁志向，使其具有人格特征。在儒
家“比德”观念影响下，汉代人视莲
花为祥瑞。唐代文人赋予“白莲”清
净不染的品性，使其“君子之义”进
一步显现。北宋周敦颐 《爱莲说》奠
定“君子莲”的人格之美，莲花为

“花中净友”的形象深入人心。明清文
人发展出莲花的清正之美，“一路连
科”“一路清廉”成为人们对科举士子
和为官者的美好期望，不仅在文人群
体中的影响持续扩大，更受到统治阶
层和普通民众的推崇。莲花清净不
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至纯至真的
君子意象。

花“落”历史长河，“流入”文学作品
中，自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
清小说流传至当下；“飘进”山水画卷、
礼器法物、日用器具里，化为万千意象，
赋予美好意蕴。

莲荷写意，
在文物中感知清廉文化气韵

正是荷花开满池，便是人间好时
节。新近开展的“盛世莲开——中国文
化中的莲荷意象特展”以莲花主题文物
为切口，以莲荷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为主
线，展出来自全国 44家文博单位的 218
件文物珍藏。

第一单元“泥根玉雪元无染”以“君

子之莲”为主题，展示儒家思想赋予莲
荷的高洁意象，表达古人秉持高洁清廉
的君子之志、以和为贵的道德准则。第二
单元“莲花影里数楼台”以莲荷的“圣洁”
意象为主题，阐释其出于尘世而求清净
无染的象征意义。第三单元“映日荷花
别样红”以世俗中的莲荷文化为题，展
示莲荷诸多美好、吉祥的世俗寓意。

夏荷疏影，青莲生香，一件件文物
多维度诠释莲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
含的独特意境与深厚底蕴。

随州博物馆藏春秋时期莲花冠
壶、战国中期莲花盖背带纹方壶，吉金
铸史，古朴庄重，莲花瓣层叠镂空，宛若
天成。

泸州市博物馆藏南宋高浮雕荷花
祥鹿石刻、四川博物院藏清雍正青花

“一把莲”瓷盘、厦门市博物馆藏近代带
盖素三彩堆塑“一路连科”将军瓶，寄托
着人们对科举士子一路连科，对为官者
一路清廉、高洁不染、两袖清风的期望；
天津博物馆藏清代青花缠枝莲纹赏瓶，
曾作为清廉官员的奖赏与表彰；安徽博
物院藏清雍正斗彩爱莲图纹盘，釉下青
花细腻，釉上五彩淡雅，再现《周茂叔爱
莲图》。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北宋鎏金莲花

宝子银香炉，带给我们宋人手持香炉、
行香礼佛的联想；武当博物馆藏明代铜
鎏金太乙救苦天尊，身着道袍，结跏趺
坐于狮子莲花座。

故宫博物院藏宋代《疏荷沙鸟图》，
莲蓬、鹡鸰、蜜蜂，平衡稳定的构图中不
失灵巧生动；中国美术馆藏明代陈洪绶

《听琴图》，抚琴、拨阮、观荷，以静穆高
古的文人雅事聊抒高洁之志；四川博物
院藏明代《荷塘聚禽图》，天鹅浮水，群
禽飞鸣，夏日荷塘生机勃勃。

多元参与，
在互动中感受夏日美好生活

循香观展，品香寻莲，端午节期间，
展览开启“荷”色天香雅集活动，带领观
众通过嗅觉感受文物的文化底蕴。

川博文创团队采用泸县青花椒、安
岳柠檬、理县羌活、彭州川芎、都江堰独
活等四川本土特色植物，与荷花、蓝莲
花、香水莲花调配出植物香氛，再现不
同场景与情境下的莲荷韵味。调香师带
领大家对场馆中的植物香氛进行解读，
分析植物气味与对应主题之间的联系。
观众通过嗅吸不同的莲花精油，不仅可
以认识、了解不同莲花文物的文化内

涵，还能亲手调制出一款独属于自己的
“文物香氛”。

围绕展览主题，川博开设了系列讲
座、社教研学，以及茶道、花道、香道等
体验活动。“圣洁莲花：一种植物的传奇
故事”作为第一讲，以一件件精美的莲
荷主题文物为线索，梳理并阐释根植于
儒释道以及传统民俗文化的莲荷意象。
指尖“掐”出的非遗——掐丝珐琅手作体
验活动、一“麦”相承 点草成金——非遗
艺术麦秆画手作体验活动、身临“漆”境
——万物皆可髹漆器手作体验活动，观
众在亲手制作中体察不同传统工艺对
莲荷意象的塑造。盛世莲开布艺台灯、
魔方、秀珍团扇、荷韵小丝巾、甜品蛋糕
等主题文创产品，持续延伸解读展览内
涵，增强观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

“以莲比德”是中国人“与天地合
德”观念的践行，代表着君子潜心追求
的高洁入世、超凡出世的人生理想。展
览从多个维度诠释中国莲文化丰富的
内涵，具象化展现和美、圣洁、福寿、清
廉等美好意境，进而揭示中华民族传承
千年的“和合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观
念，与当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相得
益彰。

河 清 海 晏 盛 世 莲 开
——走进“中国文化中的莲荷意象特展”

李元梅

莲荷主题文物

本报讯 记者杨亚鹏报道 6月29
日，第四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
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在安徽省黄
山市开幕。本届对话会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
心、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和黄
山市人民政府主办，黄山风景区管理委
员会承办。

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黄山市委书记凌
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曲星，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特蕾莎·帕特
里西奥等致辞。

此次对话会主题为“数字技术赋能
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来自 10多个国
际组织和 20多个国家的名录遗产地决
策者、研究者、管理者和实践者近200名
代表，共同探讨空间技术在世界遗产、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保
护和管理中的应用，助力《世界遗产公
约》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落实。

开幕式上，发布了《丝绸之路世界
文化遗产赋存环境图》（英文版），并向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和黄山风景区管理
委员会颁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
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名录遗产
可持续发展最佳案例奖。有关嘉宾围绕
空间技术等科技对名录遗产地的监测、
评估、管理、可持续发展以及最佳实践
案例等议题作主旨报告。

对话会为期 2天，主办方围绕名录
遗产与数字化保护、空间监测评估、名
录遗产协同管理、防灾减灾、应对气候
变化、文旅融合、遗产教育、空间考古等
议题组织 8场分会，并特别设置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申报和管理专场，

助力名录遗产识别、申报、监测、评估、
研究、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会上，发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
发展黄山愿景》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
名录遗产行动倡议》。

据 了 解 ，黄 山 对 话 会 是 联 合 国
教科文组织在名录遗产领域的一项
开拓创新举措，是首倡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三大名录遗产的国内外决策
者、研究者、管理者和实践者的交流
合作平台，也是首倡空间技术在三
大名录遗产中实践应用的综合学术
交流平台。

第四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开幕

本报讯 6月29日，以“‘荷’乐不
为”为主题的圆明园第二十八届荷花
节正式开幕，持续至8月31日。

游客可乘船穿行于长春园水上
赏荷线，赏荷姿、观荷韵，体验“莲叶
何田田”的美妙意境。今年还新增了
福海环线游船。从三园交界乘西部环
线观光车，就能到达多稼如云景区的
荷花品种基地。这里是集科研、生产、
观赏于一体的荷花科研基地与种质
资源圃。200个荷花品种多彩绽放，绿
如意、红台莲等难得一见的名品荷花
也将集中与游客见面。

此外，曲院风荷、长春仙馆、濂溪

乐处也是较大的荷花观赏区。鉴碧
亭、凤麟洲、如园等水域也种植有王
莲和睡莲。

荷花节期间，涵秋馆、凤麟洲区
域将推出荷花主题嘉年华。沉浸式荷
花主题空间中设置主题文创区、观荷
打卡区、手工体验区、主题咖啡车等
多个版块，同时推出汉服体验馆、书
写荷字、放荷灯等互动活动。

同时，圆明园将继续开展圆明园
大讲堂、文物修复夏令营、三山五园
文化主题微展览等文化活动，第三届
圆明园文创设计大赛和“圆明园讲述
人”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 （圆文）

圆明园第二十八届荷花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