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 9日，西藏自治区文物工作
会议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
席会议并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严金海主持。会议书面传达了全国文物工
作会议精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罗文利与西藏
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共同签订了《国家文物局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西藏文物保护利
用合作协议》。

王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担负起新时
代文物工作的文化使命，坚持让文物活起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挖掘珍贵文物背
后隐藏的历史画卷，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
让文化说话，讲好中国西藏故事；坚持以文物为
载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保护好、传
承好和利用好丰富的文物资源，将文物保护利
用有机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助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文物为桥梁，搭建
西藏文物对外展示交流平台，提升文物传播力影
响力。他表示，做好新时代自治区文物工作意义重
大，使命光荣，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扎实工作、开拓进取，
努力把西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把西
藏的灿烂文化诠释好、传播好，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严金海在主持讲话中强调，要深刻认识西
藏在传承中华文化、彰显中华文明中的独特优
势，加强对各类文物的挖掘整理和保护管理，深
入开展文物研究阐释，推进文物与教育、科技、
消费嫁接，与文博、文创、文旅融合，让文物、文
字、文化真正活起来，用文物藏品、文创产品、文
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西藏故事、红色历史故
事、民族团结故事。

李群强调，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文
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
积极践行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推动
西藏文物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文物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
要论述精神，将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
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准确把握西藏文物工
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坚持强基固本，助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发挥文物“证
史、资政、育人”等作用，深入挖掘、整理、
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事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文明瑰
宝。坚持蓄势赋能，助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
势，将文物保护修缮与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改
善人居环境、保护自然生态结合起来，与打造
世界旅游目的地、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与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结合起来，不断推动文物
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坚持提质增
效，助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提炼展示中华文
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
园、文物主题游径、考古遗址公园等，让文物
说话，全方位、立体式讲好西藏历史故事、发
展故事、新时代故事，让外界更好了解中国共
产党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
就、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要全面提升西藏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国家文
物局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支持西藏文物工作，共
同推进西藏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在全面加强文
物保护管理，深化考古、历史研究和价值阐释，
推动让文物活起来，强化人技保障等方面加大
对西藏的支持力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发
挥重要作用。 （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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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10月
7日至8日在京召开。与以往相比，这次
会议的名称增加了“文化”二字。会议
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
文化思想。

（一）实践总结、理论结晶

进入新时代，文化在振奋民族精
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作用充分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
重要位置，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
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对网信、文艺、新闻、哲学社会科
学、思政、文化传承发展等各个领域，进
行统筹谋划、分类指导、部署推进，倾注
了巨大心血，投入了大量精力。

聚焦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总书记鲜明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
理论：

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
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方略；

从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

结合”的重大论断，让我们能够在更广
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
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

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
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
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
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
新作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
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
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着力加强党
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
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
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勇于
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新局面。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10月7日至8日在京召开。会
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
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
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

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
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
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
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
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
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
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
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要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
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贯
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切实增强做好新时
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各项工作
落地见效。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凝心铸魂，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巩
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
面宣传，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
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
工作，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
态风险，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全面领导，落实政治责任，勇于改革创新，强化法治保障，建强
干部人才队伍，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
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不断增强工作能力
本领，提高工作质量效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作工作布置。
中央网信办、人民日报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务院国资

委、北京市委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铁凝、谌贻琴出席会议。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

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部分企
业、高校，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提出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9 月 28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第三季度例行
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吉林和龙大洞遗址、辽宁朝
阳马鞍桥山遗址、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北京
金中都遗址等 4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
展。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
东北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旧石器时代晚
期旷野遗址

和龙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和龙市，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
2021 年以来，按照“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部
署，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辽宁大学等单位进行了连续的主动性

考古调查、发掘。
“大洞遗址分布范围超过4平方公里，核心

区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年代距今 5 万年至 1.5
万年。”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徐廷
介绍，考古发现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石
制品及动物化石近 20000件。其中，第一期遗
存年代距今5万年至3万年，包含遗址的第⑨-
⑥文化层，主要为简单的石核—石片石器，伴
生大量动物化石；第二期遗存年代距今 2.8万
年至2.4万年，包括遗址的第⑤-④层，出现以
石叶为毛坯的早期细石叶技术产品，工具类型
以雕刻器为主，还发现了目前中国北方年代最
早的局部磨光石器和压制剥片技术产品，表明
长白山地区是中国细石叶技术起源的关键区

域；第三期遗存年代距今 1.7万年至 1.5万年，
包括遗址的第③层，主要为楔型细石核等细石
叶技术产品，工具类型以雕刻器、端刮器为
主。大洞遗址清晰地展示了 5万年以来该地区
石器工业从小石片向石叶—细石叶技术转变的
重要过程。

“和龙大洞遗址是目前中国东北已发现面积
最大、文化序列最清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
遗址，也是目前东北亚最早利用黑曜岩制作石
器的遗址之一，丰富了东北亚现代人演化扩
散、文化发展、生计方式的相关认识，也为东
北亚古人类原料利用和社会交换网络研究提供
了重要材料。”专家表示。

（下转2版）

本报讯 10月 7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
强率队赴吉林省磐石市调研，现场考察红石砬
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工地，调研磐石市抗日
斗争纪念馆。会见吉林市、磐石市党委政府有
关负责同志，指导推进东北抗联革命文物考古
研究和保护传承工作。

关强表示，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
东北抗联历史的重要实证，对弘扬抗联精神、
传承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关
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考古和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科学
谋划红石砬子遗址和东北抗联革命文物考古
与保护利用工作。要持续推进考古研究，加

大磐石及周边区域考古调查力度，系统摸清
东北抗联革命文物底数，加强考古、党史、近
代史等多学科合作，不断深化东北抗联史实
研究和文物价值阐释。要统筹推进考古发掘
和文物保护，及时落实遗址本体防冻融、防风
化保护措施，同步开展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确
保文物安全。要一体推进红石砬子遗址保护
利用、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展览展示，推动
东北抗联革命文物与红色旅游、乡村振兴深
度融合，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激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吉林省文物局负责同
志参加调研。 （文宣）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
吉林省东北抗联文物考古工作

聚焦旧石器时代至宋金时期重要考古发现

四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本报记者 徐秀丽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国各地
博物馆提供了多元文化产品、开展了多样特色
活动。根据大数据动态监测以及综合汇总数据
统计，9月 29日至 10月 6日，全国博物馆接待观
众总量达 6600万人次，其中一级博物馆接待观
众量约1000万人次。博物馆游持续火爆“出圈”，
成为人们假期优先“打卡地”。

文物大省、热门大馆依然是人们参观的首
选。据统计，北京地区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约
220.6万人次，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
接待人数位居全国前列。575万人次观众走进
江苏的博物馆纪念馆，其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博物院分别接待观众
近 20万人次。四川省内博物馆接待游客563万
人次，较 2019年增长 32.16%。湖南全省 183家
备案博物馆接待观众约 325万人次，湖南博物
院、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等颇受游客欢迎。
江西各级各类博物馆总客流超340万人次，创历
年同期新高峰，比2019年大幅增长约47％，其
中10月2日客流近60万人次。河北省内博物馆
总参观人数 207.8万人次，比 2019年同期增长
32.38%。此外，安徽、福建、重庆、云南、甘
肃等多个省份博物馆总参观量都超过百万人次。

历史文化类、科普类场馆等专题特色场馆
吸引大量观众参观。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周口
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等日均接待观众数量超过
1万人次。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提前 7天释放
的每天 18000张门票，10分钟内被预约一空。三
星堆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15.34万人次，较2019
年增长211.54%。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参观人数
超过 17万人次，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超 14.9万人次参观，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接待
观众近 4万人次。其中，红色类场馆吸引不少观
众前往接受革命文化熏陶和革命传统教育。淮
海战役纪念馆接待游客达 10万多人次，同比增
长186%，创历史同期新高，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接待观众 25.78万人次，于都中央红军长征
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都有超10万人次参观。

各地知名博物馆外地游客显著增长，跨省
区旅游参观正在成为常态。以 9月 30日江西省
博物馆数据为例，江西省外游客占比超 72%，湖
南、湖北、福建、浙江、安徽、广东、河南、江苏等
地游客位居前列，八省合计占总人次的 51%。扬
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南京六朝博物馆分别有
约92%和70%以上观众来自外地。三星堆博物馆
实行三时段预约参观机制，不仅提高游客承载
总量，更实现了错峰预约，提升了游客参观体
验，超过67%的游客都来自省外。

一批特色精品展览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文
化需求。北京举办展览40项，涵盖文化、科技、历
史、艺术等各个方面，其中故宫博物院“五洲四海
——‘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中国国家博
物馆“鉴往知远——新时代考古成果展”等一批
精品文化文物展，为观众奉上节日文化大餐。江
西各地博物馆充分利用赣鄱红色、古色、绿色资
源，推出展览600多个，江西省博物馆举办“积厚
流光——江西省博物馆成立70周年成果展”，为
观众讲述江西省博 70年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
甘肃简牍博物馆推出“简述中国”系列数字展览，
由“简牍时代”“书于简帛”“边塞人家”“简述丝
路”四个主题数字展览组成，为观众带来更丰富、

更生动、跨时空的参观体验。海南省博物馆的“乡
愁——琼北民居木构件艺术展”，让观众在琼北
古民居木构件中感悟乡愁，保护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赓续历史文脉。云南省博物馆举办

“彩焕南云——中国与东南亚数字艺术展”，40余
位中外艺术家的360余件展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打卡”。重新装修的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推出“黄
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
集中展示鄂尔多斯悠久而灿烂的古代历史文化。

各地博物馆有声有色的社教活动也频频出
彩。北京部分博物馆围绕京味文化、传统手工艺
等主题，推出“花长好、月长圆”家庭合写书法活
动等系列体验活动，形成具有浓郁北京特色的
文化新风尚。甘肃省博物馆开展“国潮风华”汉
服DIY主题少儿活动，带领孩子们学习和了解
汉服文化，感受传统服饰的魅力。渡江战役纪念
馆策划中秋节特别活动——“战火里的中秋”，
带领中小学生回顾抗战期间的中秋节，讲述战
士们在抗日战场上顽强奋战的革命故事。河南
博物院华夏古乐团与河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再
次合作，共同打造“华夏月明”——癸卯年华夏
古乐中秋诗乐会，悠扬的古乐给观众带来一场
视听盛宴。在河北博物院“乐享中秋 悦动国庆”
主题直播活动中，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熟悉
的旋律在线上线下共鸣回响，唱出中华儿女对
祖国深深的眷恋与热爱。

中秋月圆人团圆，十一佳节度国庆。8天“超
级黄金周”，在国家文物局的部署下，全国各地博
物馆积极行动，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强化文化供
给、优化接待服务，在平安有序中进一步满足了
广大观众对文化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天6600万人次 博物馆游持续“出圈”
本报记者 杨亚鹏

西藏自治区召开全区文物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