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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文物看山西”，从史前文明到
新旧石器部落，从陶寺遗址到夏商遗
迹，从晋国城邑到秦汉墓地，从忻州佛
光寺的恢宏到解州关帝庙的威仪，从金
元戏台到明清晋商大院……庙宇、城
墙、古桥、民居，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
宝库”。这些古建筑之所以能保存至今，
与山西的气候、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但
更离不开山西人的精心呵护和文物修
复师的辛勤付出。前不久被授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的山西省古建筑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泥瓦作技术工、修复师杨永胜
便是其中一员。

杨永胜的家乡山西代县有着三大
国宝级古建：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楼”
的边靖楼、华北最大的文庙——代州文
庙、拥有罕见圆形底座的阿育王塔。对
古建之美，杨永胜从小就耳濡目染，也
积淀了他对古建筑的深厚感情。起初他
跟随一位泥瓦匠师傅学习，从普通的瓦
工干起，为周边居民盖民房、瓦房。在那

个年代，瓦作技艺传承的是传统工艺，
使用的是手工工具，工作耗时费力，但
这段经历让杨永胜打下了扎实的基本

功，同时也掌握了各类瓦作工艺技术。
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杨永胜跟随师

傅来到北京北池子修复四合院，从此与
古建修复结下不解之缘。通过不断地实
践和学习，悟性颇高的他很快掌握了泥
瓦作文物修复的相关技巧。回到故乡
后，他开始积极参与古建筑修复工作。

杨永胜曾参与大同华严寺、浑源圆
觉寺、五台显通寺等古建筑修复工作，
泥瓦作技艺逐步提升。在太原市阳曲县
青龙古镇的建设中，他了解了民居影
壁、须弥座等复杂砖雕的制作技艺；在
太原市府城文道 9号、15号院及关帝庙
维修项目中，他对历史街区建筑保护及
保留传统风貌有了深入理解；在山东莒
县莒国古城建设项目中，他掌握了春
秋、汉、唐、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建
筑风格，积累了古城建设经验。随着参
与项目的增多，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
地，对我国古建筑营造技艺的博大精深
有了更深体会。

一次对大同浑源古戏台的修复令
杨永胜记忆深刻。那座戏台破损严重：
房顶坍塌、墙体开裂，各类构件散落四
处，在风雨中摇摇欲坠。面对如此状况，
如何进行修复呢？“我们主要依据老照
片修复，施工前还拍摄了局部照片，以
便于按照原貌重建房顶，修补裂缝。对
于缺失部分，虽然无法确切知晓原有
形态，但遵循中国古建筑的对称美学，
我们细心观察其结构，根据形状进行
修复。”让破败的古戏台焕发出新生
机，杨永胜心中洋溢着自豪之情。

通过日复一日的工作实践，杨永
胜不断打磨着修复技艺，钻研着泥瓦
作技术的创新。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基
础上，他运用先进的技术方法，提升
了工作效率和施工质量。面对实际工
作中的核心难题，杨永胜能够通过不
断实践与总结，逐一破解。在太原蒙山
开化寺连理塔修复工程中，杨永胜攻
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特别是在对连理
塔塔刹仰莲座的修复中。连理塔塔刹
基座为仰莲卷草造型，外观雅致但构
造复杂且风化严重，修复方案要求恢
复塔刹基座原有的仰莲卷草样式。施
工初期，作为瓦工组技术骨干的杨永
胜结合设计方案及残存现状，对塔刹基
座进行了精细的测量分析。（下转2版）

版筑之间 匠心雕琢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山西古建集团修复师杨永胜

本报记者 赵军慧

新华社北京 6月 2日电 6 月 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京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
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担负起新
时代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号召，为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
目标方向。在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共同交
流学术研究成果，很有意义。

与会嘉宾表示，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贯通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是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也是催人奋进的
目标愿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
增强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责任感紧
迫感，增强文化自信，深入研究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推出更多熔铸古今、汇通中西
的学术成果，更好推动学术和文化繁

荣。要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创新
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提升学
术创新能力，立足中国田野、研究中国
实际、发展中国理论，汲取国外有益学
术成果，培育高水平社科人才队伍，加
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工作回顾暨科研成果展。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6月1日
出版的第 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
力点》。

文章强调，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
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
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同时，制约高
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要高度重
视，切实解决。我们必须牢记高质量发
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
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文章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
点。我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主要考
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
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
的终极原因。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
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
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
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
的发展实践。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
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
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
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

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
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
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
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
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文章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
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
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
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
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第一，大力推
进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
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就要求我们
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
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第二，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
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
转型升级。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
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
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
三，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绿色发展
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
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第四，扎实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生产关系必须与生
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
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
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第五，深
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按照发展新
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
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
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本报讯 5月31日，“中国画 画
文物”项目系列活动——“北京中
轴线主题作品展”在北京市东城区
钟鼓楼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北京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谈绪祥，中国文物
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北京市
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出席活动。

展览共展出 40 幅中轴线主题写
生作品，8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提
供的精美画作与重要文献。通过中
国画作品展现中轴线的独特文化内
涵和珍贵历史价值。

“中国画 画文物”系列活动是
文物与中国画在新时代的一次有机
碰撞，让文物通过中国画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贡
献一份深厚而持久的力量。北京钟
鼓楼是中轴线的重要节点，展览的
举办能够让观众感受中轴线建筑的
独特魅力与艺术价值。

画展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共北京
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国家画院、
国家文物局机关服务局、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
出版集团共同主办，展期一个月。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及直属单
位，中国国家画院，中国文物学
会，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出版集
团、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东城区
委区政府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活
动。 （文宣）

本报讯 5 月 28 日至 30 日，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带队赴陕西、
甘肃调研，现场考察西安秦始皇帝陵
兵马俑二号坑与陵园东门遗址、秦东
陵一号墓、庆阳南佐遗址等考古工地
和庆阳市博物馆、北石窟寺，慰问一
线考古队员，指导推进相关工作。

关 强 指 出 ，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谱写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树立

“大考古”思路，深入推进文明起
源、周秦汉唐文化、佛教石窟寺、
丝绸之路与文明交流互鉴等重要课
题研究，强化多学科合作与科技支

撑，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要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和合理利
用，统筹推进秦始皇陵、秦东陵、
南佐等遗址保护利用和博物馆展
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保护
传承历史文脉，助力文旅融合、乡
村振兴。要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工作，建强各级文物考古机
构，提升文物保护利用设施水平。
要增强安全意识，落实田野调查、
考古发掘、开放展示相关安全制度
与措施，确保人员和文物安全。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陕西省
文物局，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文
物局，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同志
先后参加调研。 （文宣）

甲子又重逢，历史展新篇。
2024 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是

个有特殊意义的节点”。
5月5日至7日，应法兰西共和国总

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邀请，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法兰西共和国进
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了交
流与合作4份联合声明，签署近20项合
作协议，其中包括《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关于
互办文物展览的合作意向书》《中国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与法国文化遗产科学
基金会关于木质遗存与土遗址保护科
学研究之合作协议书》。

历史为师，文化似友。多年来，中法
双方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展览交流、
考古研究等多个领域，持续不断推动文
明交流互鉴。今年这两份新合作协议的
签署，是双方传承友谊、着眼长远，携手
再出发的又一次“双向奔赴”。

一张路线图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文化遗产合作是中法两国共同关
注的议题，两国元首在多次会见时均提
及和关心，并亲自参与和主导了多项中
法文化遗产合作。

十年前，2013 年 4 月，经多方斡旋

和努力，中法双方就法国皮诺家族无
偿归还中国圆明园铜鼠首和兔首事项
达成一致。6 月，中法双方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举办交接仪式，两件圆明园兽
首顺利回归祖国。中法两国在防止文
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成
功的返还实践，两国政府也为此领域
的双边合作不断搭建机制平台。2015
年4月13日，根据国家文物局与法国文
化部的共识，我驻法大使翟隽代表中国
政府接收法国政府通过原始捐赠人弗
朗索瓦·皮诺先生返还的法国吉美国立
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吉美博物
馆”）藏甘肃大堡子山流失金器中4件鸷
鸟形金饰片。5 月 13 日，国家文物局在
京接收了克里斯蒂安·戴迪安返还的
28件长方形金饰片。至此，吉美博物馆
原藏甘肃大堡子山流失金器全部回
归，32 件文物划拨入甘肃省博物馆馆
藏。7月 20日，“秦韵——大堡子山流失
文物回归特展”在甘肃省博物馆开幕，
展览展示了早期秦文化内涵和特殊价
值，让社会各界全面了解文物回归的
过程和我国打击文物盗窃盗掘犯罪、
追索流失文物的工作成果。

五年来，两国元首先后见证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局长与法
兰西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关于文化遗产

领域合作的行政协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文物局和法兰西共和国文化部
关于在防止和打击非法贩卖文化财产
领域加强交流和专业人士培训的联合
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局
长与法兰西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关于落
实双方在文化遗产领域合作的联合声
明》……内容涵盖政策沟通、濒危文化
遗产保护、水下考古、文物展览、藏品安
全、防止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博物馆
和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等，对文化财产
安全管理、文化财产进出境管理等方面
的交流与培训作出指导，并为中法双方
开展巴黎圣母院保护修复和秦始皇陵
兵马俑保护研究合作作出框架安排。

2022 年，经批准，文化和旅游部副
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作为中国政
府代表，以视频方式出席冲突地区遗产
保护国际联盟第二届捐助方会议并致
辞，推动中国文物保护理念与文化遗产
国际治理体系相融合。“冲突地区遗产
保护国际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由法
国、阿联酋于 2016年发起成立，快速发
展为文化遗产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重要国际组织之一。近年来，我国同法
方一道，深度参与联盟决策与管理，国
家文物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联盟核
心治理机构董事会和科学委员会中分

别有一名代表，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全
球首批“文物避难所”之一。联盟是我国
首次从开端起即深度参与筹划和创建
的一个全球性专门文化遗产国际组织，
体现出中国在管理层中的首创性和代
表性，并巩固和发展了中法在文化遗产
领域的合作。

为全新规划后疫情时代中法文化
遗产合作，国家文物局立足已有合作基
础和未来设想，向法方提出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和法兰西
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2023—2025 年文化
遗产领域合作路线图》（以下简称《路
线图》），为中国专家与法方团队共同参
与巴黎圣母院现场修复工作、兵马俑保
护修复研究合作、公输堂和茂陵合作项
目、泰山和圣米歇尔山等两国世界遗产
地缔结友好关系等内容作出具体安排，
并再次重申两国关于继续预防和打击
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全
力支持“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
的意愿。《路线图》于2023年4月6日，在
两国元首见证下，由李群与法国文化部
长里马·阿卜杜勒·马拉克签署。

此次签署的两份协议，正是落实
上述共识与合作机制的具体行动，成
为新时代中法文化遗产合作又一重要
里程碑。 （下转2版）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京举行
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携手共进 相约未来
——中法文化遗产多领域多层次深入推进交流与合作

本报记者 赵昀

北京中轴线主题作品展在钟楼开幕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
陕西、甘肃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

5 月下旬，位于辽宁丹东的虎山
长城掩映在盛开的洋槐花树中。虎山
长城地处中朝界河鸭绿江畔，是我国
明长城的最东端（图①）。

在中苏友谊纪念塔前，旅顺口区
文物部门及文博单位专业人员组成
的四普小组，正在对文物本体进行数
据采集。东北地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图②）。

蓝天白云下的中东铁路机车库。
中东铁路机车库是中东铁路建筑群
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横道河子因修筑中东铁路而兴起，现
保护较好的俄式建筑共有 103 栋，历
史风貌完整。2023年冬季，横道河子火
爆“出圈”，成为黑龙江东南部重要的
旅游打卡地，2023年，仅中东铁路博物
馆接待人数就达24万余人（图③）。

本报记者 李瑞

东北：文物传承古韵 匠心谱写新篇

东北沃野，古韵流芳，文物璀璨，如星辉熠熠。从远古遗址遗存到精美
文物藏品，东北历史底蕴深厚，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在我国农业起源、文明
起源、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多年来，基层文
物工作者怀揣匠心，守护传承，东北文物工作成果斐然，焕发出时代新彩。

近日，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文物保护看基层”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东北，
记者用镜头捕捉文物之姿，记录这片土地积淀的历史底蕴与盎然生机。

（图①②由李瑞拍摄 图③由当地文物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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