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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重庆市开展
2024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双选会（商贸流通类专场）暨
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
本 次 校 园 双 选 会 共 有 160
家 优 质 企 业 参 会 ，提 供 岗
位 7812 个 ，共 有 5100 余 名
应届毕业生到场应聘。图为
学生在活动现场寻找心仪
的岗位。 孙凯芳摄

校园双选会
助力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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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不息的黄河文明
——黄河流域文物保护传承观察

用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成长
——记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关工委执行主任雷昌根

◎ 本报记者卢瑶

山河印记：观黄河而知华夏

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
近年来，夜塬遗址的发掘让考古人员惊喜

连连。夜塬遗址位于黄河支流南洛河流域的陕
西省洛南县，在厚达24米的地层堆积物中，考
古人员发现了12000余件石制刮削器、砍砸
器、手斧、手镐等旧石器时代石制品。

110万年前古人类就在这里劳作生息，并
绵延至距今3万年前后，时间跨度长达百万年。

九曲黄河，在中华大地上划出了一个巨大
的“几”字弯。地貌类型多样、气候湿润宜人、动
植物资源丰富，非常适宜华夏先民的生存繁
衍。在这里，东方文明的曙光、华夏先民的智慧
不断闪耀。

裴李岗，河南新郑市西北部的一个普通村
庄。这里诞生的“裴李岗文化”，与黄河文明密
切关联。约8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
开始种植稻、粟，并且掌握了酿酒技术，过着较
为稳定的定居生活。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
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在我国
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
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这一区域发
现的河南双槐树、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
映照出中华早期文明的光芒。

何尊，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1963年出土
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当文物工作者清理掉
斑斑锈迹后，在何尊的内底发现122字铭文，
其中的“宅兹中国”字样，留下“中国”一词的最
早文字记录。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词的内涵从最初

的方位区划“天下之中”，不断演变、发展、扩
充。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如滔滔黄河之水，一路
奔流融汇，终成连绵不绝的浩荡华章。

生生不息：黄河文物绽光彩

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男耕女织的农
耕文明；从宝塔山下的黄河大合唱，到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河水奔腾，文明相承，黄河沿岸的文化遗存在
保护中绽放光彩。

距今3300多年的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
都城遗址。殷墟及所出土的甲骨文，使商朝得
到证实，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往前推进
了约1000年。

作为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
长、揭露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如何
妥善保护？自被发现的第一天起，这个问题就
得到高度重视。

2021年10月，重新修订的《河南省安阳殷
墟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殷墟的保护提供了
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目前，殷墟保护区考古
前置全面落实、“空地一体”智慧防控体系完成
构建、四级网格化管理体制正在实施……殷墟
大保护格局已经形成。

在黄河沿线各省区，文物保护力度持续加
强，文物保护基础不断巩固。

山西平陆县杜家庄段黄河岸边的石崖上，
一段680余米长的黄河栈道，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山崖凸出的岩壁上，绳磨槽痕清晰
可见，黄河船夫的号子声仿佛仍在耳畔。

为防止碎石脱落毁坏古栈道，近两年古栈

道上方安装了专业防护网，新修的排水沟阻断
了崖壁上方雨水对古栈道的冲刷。平陆县文物
保护中心主任宋国杰说：“古栈道承载着古代
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见证了中华儿女坚韧顽
强的精神，历史遗迹只有在保护和展示中，才
能重获新生、展现魅力。”

保护黄河沿线文化遗产，不仅是黄河两岸
人民的愿望，也已成为我国的一项重大国家战
略。2023年7月，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加强黄河沿线9个
省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进一步提升黄河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守护文化遗产，沿黄河各省区在行动：
在内蒙古，深入开展黄河流域考古发掘和

遗产研究，加强文物保护认定，健全遗产档案，
加强古城、古镇、古村、古灌区、古渡口、古道等
遗产遗迹遗存保护。

在陕西，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正在
实施，加大对周原、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统万
城、大明宫、长城等遗址保护修复力度，推进石
峁遗址、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工作。

在甘肃，白银市依托长征、长城、黄河三大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完成景泰宽沟堡遗址、景
泰明长城、靖远钟鼓楼、索桥堡等一批重点黄
河文化遗址本体修缮项目。

源远流长：黄河的故事讲不完

黄河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
随着沿黄公路在陕西省黄河西岸建成通

车，沿线的西岳华山、丰图义仓、壶口瀑布、吴
堡石城等50余处自然和文化景观，如颗颗宝
石连在一起。

全长800多公里的沿黄公路，为祖祖辈辈
生活在黄河岸边的人们带来了发展新机遇。

黄河畔的合阳县百良镇岔峪村，是黄河支

流徐水河入黄河前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子。前不
久，这里举办了一场传统民俗活动——河灯
节，吸引了大量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和村民一
起做花馍、放河灯、祈福平安。

沿黄公路的开通，让岔峪村展现了它地处
黄河岸边的特殊优势，如今这里农家乐、观光
采摘园发展得红红火火。岔峪村党支部书记雷
武义说，他们正在打造集旅游休闲、民俗文化、
田园度假、生态体验为一体的沿黄旅游文化村
庄，以文化之美和自然之美吸引游客。

2022年7月，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印发《黄
河文物保护利用规划》，黄河沿线多省区也先
后出台保护黄河流域文物、传承黄河文化的实
施计划和行动指南。

随着齿轮转动，一场奇幻之旅开启：鱼跃
龙门、伊阙大战、石窟开凿、飞天牡丹……龙门
石窟景区旁，龙门古街上的《无上龙门》体验
馆，观众在光影流转间，感受龙门石窟之美，参
与多彩的文化巡游。

在山西云冈石窟，一场名为“又见云冈”的
大型实景演出上演，1000余人现场观看，近
100万人线上观看，人们被经由现代艺术演绎
的传统文化之美所打动。

在西安城墙，戴上VR眼镜，游客便能从
“高空”俯览古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
种菜畦”的唐城风貌再现眼前。

“文物+创新”“文物+科技”“文物+旅
游”……遍布黄河两岸的文物古迹，以更年轻
更丰富的姿态，来到公众中间。

“黄河之水天上来”，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
河，宛如一串光彩夺目的珠链，串起两岸的文
物遗存，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闪耀着悠远璀璨
的光辉。

“奔流到海不复回”，今天的黄河，以进取
包容的精神，续写着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黄
河故事”。

（新华社 沈虹冰 杨一苗 王学涛 袁月明）

人物名片：
雷昌根，男，汉族，中共党员，现任内江市

东兴区人民法院关工委执行主任。先后被评为
“2020年度四川十大法治人物提名奖”、2022
年“内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11月初，记者见到雷昌根时，他仍然穿着一
件短袖上衣。“我到冬天都这么穿。”雷昌根笑着
说，“所以，我觉得我依然‘年轻’。”曾经作为人民
法官扎根基层32年，又在退休后担任东兴区人民
法院关工委执行主任，雷昌根这一辈子都与“法
治”密切相关。在青少年当事人口中，他是公正敬
业的雷法官，也是亲切关怀的雷爷爷。在办案的
过程中，他总是耐心倾听、用情安抚、用心疏导，
在情、理、法的碰撞中，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任重道远为“迷途”青少年指路

“感谢雷法官带领我的孩子走上了正路。”
11月2日，东兴区高梁镇村民陈平（化名）再次
与雷昌根谈起自己的儿子陈立（化名），言语中
充满了感激。

十几年前，14岁的陈立遭到一群同学殴
打，情急之下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反击致人轻
伤。“儿子犯错了，我们做家长的也陷入了绝

望，想要帮他弥补过错又不知道从哪里着
手。”陈平回忆道，“后来我听说雷法官为人亲
和，又讲公平正义，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找
他求助。”雷昌根在调查询问后得知了陈立因
为个子较矮小多次被同龄人欺负的事实，于
是在调解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双方能
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互相考虑。最终，受伤孩
子的家庭出具了谅解书，陈立也因此获得缓
刑机会。

“当年，雷法官还一直在帮我们协调孩子
留校读书的事，私下里，他也多次跟陈立谈心，
让陈立认识到要做好人，要学法守法，用知识
改变命运。”陈平说，“现在，陈立有了自己的家
庭和事业，我们都十分感激雷法官。”

记者了解到，内江市东兴区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数量自2011年起逐年减少，以雷昌根为代
表的一批“五老”志愿者通过“法院开放日”、判
后回访帮教、法治讲座等活动，持续提升青少年
普法教育实效。“能够让‘迷途’青少年走上正
路，是我们法治工作者最大的愿望。”雷昌根说。

以法“护苗”帮助青少年解忧

“雷爷爷，帮帮我吧。”7月14日，13岁的郑
西（化名）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雷昌根调解室求
助。父母离异，母亲已经再婚，又育有一子，时常拒
绝支付抚养费，父亲独自抚养郑西负担较重……
这样的困境，影响到郑西的学习和生活。

雷昌根深知，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必须

认真对待，一点点差错对孩子的伤害都是成倍
的。雷昌根努力安抚了郑西的情绪，随后对郑
西的父母耐心释法，并从亲情角度反复劝导，
希望他们能够承担父母的责任，给孩子一个良
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在他耐心的调解下，郑西
的学习和生活重回正轨。

这只是雷昌根调解众多青少年案件中最
平凡普通的个案。6年以来，雷昌根共处理维护
青少年权益案件300余件，调撤率25%以上。
雷昌根对记者说：“每个家庭的和谐，都是社会
稳定发展的一块基石。”在他的帮助下，那些曾
经无助又彷徨的孩子们，眼中重新燃起了对生
活的希望。

“雷老干劲十足、勤勉敬业、甘于奉献。”东
兴区法院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洪艳介绍，
不论是青少年的家庭纠纷问题，还是成长学习
难题，雷昌根都用自己的调解能力一一化解。没
有外出调解时，雷昌根风雨无阻地坚守在工作
室接待当事人，是年轻一代学习的榜样。

心怀大爱助力青少年圆梦

雷昌根一直坚信，只要有心、只要努力，就
一定能干成事、一定能办好事。他努力做好了
分内工作，也热心帮助青少年圆梦。

周建（化名）是内江市东兴区永福镇夏家
沟村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的女儿周舒（化名）学
习成绩十分优异，这让周建非常骄傲。2018
年，周建得知城里中学教学质量更好后，希望

能有机会让女儿进城读书，于是找到素不相
识的“雷法官”雷昌根，希望他能帮自己想想
办法。接到这突如其来的托付，雷昌根赶紧到
处打听各校的招生政策，选好了学校后还多
次找到学校领导沟通。几次下来，学校领导忍
不住感叹：“雷法官，这孩子与你非亲非故，你
一把年纪还为了她四处奔波，图什么呀！”雷
昌根笑笑说：“我什么都不图，孩子家里穷，但
人穷志不短，爱读书、成绩好，我想帮这棵‘好
苗子’圆梦！”

功夫不负有心人，雷昌根帮周舒争取到
城区学校的入学考试机会。如今，周舒正在内
江市第三中学就读高三，雷昌根还常常打电
话给她的老师关心她的成绩。“我只是‘铺了
座桥’，能否成功入学全靠孩子自己。”在雷昌
根眼里，自己做得并不多，“好苗子”就值得
栽培。

在记者的采访中，雷昌根的电话响个不
停，据他所说，一天中他要接100多个电话，但
对待每一个来电人他都充满耐心，并不遗余力
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退休6年后，“雷昌根调解工作室”声名远
播，雷昌根也比过去更加忙碌了。他帮助无数
青少年争取合法权益、调解纠纷等，倾情呵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用法理化民怨、用关爱解
民忧、用真情暖童心，66岁的雷昌根用自己的
一言一行践行着一名党员始终不变的为民服
务初心，在甜城大地上书写着关爱青少年的华
美篇章。

两岸人士共聚福州
研讨城隍文化

据新华社福州11月15日电（记者 秦宏）
城隍是古代神话中守护城市的神，城隍文化是
众多民间信仰之一。14日，两岸代表及信众共
聚福建省福州市，举行“城隍文化传 两岸一家
亲”闽台城隍文化研讨会。

福建都城隍庙历史悠久，始建于西晋太康
三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台湾城隍与福建城
隍一脉相承，福建都城隍庙鼎盛时期管辖的

“十二府州”中就有“台湾府”。
来自台湾城隍庙联谊总会，以及鹿港城隍

庙、金门浯岛城隍庙等十余座城隍庙近百名代
表及信众，受邀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当天，福
建省内的厦门城隍庙、漳浦县城隍庙、华安县城
隍庙等代表和信众300余人参与了交流研讨。
研讨会结束后，还组织开展了城隍文化踩街、龙
艺阵、狮阵、鼓乐阵等地方特色文艺活动。

首批公共领域车辆
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启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
日印发《关于启动第一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
动化先行区试点的通知》，确定北京等15个城
市为此次试点城市。

通知提出，鼓励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
化拓展和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

根据通知预期目标，新能源汽车推广将
聚焦公务用车、城市公交车、环卫车、出租车、
邮政快递车、城市物流配送车、机场用车、特
定场景重型货车等领域，推广数量预计超过
60万辆；充换电基础设施方面，将建成超过
70万台充电桩和0.78万座换电站；新技术新
模式发展将取得积极成效，智能有序充电、大
功率充电、换电等加快应用，光储充放等车网
融合技术示范效果良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有提升且示范规模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碳
交易、绿色电力交易实现新突破，关键零部件
国产化率逐步提升并实现上车应用。

（据《光明日报》刘坤）

云南多措并举推进
基层职工帮扶工作

据新华社昆明11月14日电（记者 林碧
锋 熊轩昂）笔者从云南省总工会获悉，云南省
总工会今年以来持续开展“工会温暖进万家”
送温暖帮扶工作，多措并举推进已建档的困难
职工、云南强边固防一线民（辅）警、九大高原
湖泊治理工程一线职工等基层工作人员的送
温暖帮扶服务工作，共筹集资金1.99亿元，帮
扶工作覆盖超过61万名职工。

据介绍，云南将“工会温暖进万家”系列
活动与服务职工工作有机结合，运用数字化
手段对困难职工帮扶系统实时监控、定期调
度帮扶送温暖工作情况，持续扩大送温暖活
动覆盖面和影响力。2023年，云南省总工会
组织开展在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勤工俭学和
过渡性岗位项目，帮扶困难职工子女3800人
次；制定了提升职工素质3年行动计划，计划
3年内投入1亿元资金用于职工实现技能提
升或学历提升。

此外，云南聚焦户外劳动者普遍存在的
“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截
至目前，已在全省建成各类服务站点（工会驿
站）3581个，累计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各类便利
服务超过200万人次。

薪火相传守初心 接续奋斗担使命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和灿烂辉煌的文明。

黄河奔流不息，文明绵延不绝。黄河两岸，留存着灿若繁星的文化遗产。一件件文物，一处

处遗址，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与包容，赓续着连绵不断的黄河故事。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
公布新版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 李恒
顾天成）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癌症防治专项行
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制
定公布《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
案（2023—2030年）》。

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癌症防治体系
进一步完善，危险因素综合防控、癌症筛查和
早诊早治能力显著增强，规范诊疗水平稳步提
升，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总
体癌症5年生存率达到46.6%，患者疾病负担
得到有效控制。

方案从开展全民健康促进、减少致癌相关
感染、加强环境与健康工作、推进职业性肿瘤
防治工作等方面进行部署。提出，进一步加强
癌症防治机构能力建设，完善国家-省-地市-
县四级癌症防治网络。推进以肿瘤专科为重点
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与建设。具备条件的
二级及以上医院设置肿瘤科，能够开展癌症筛
查和常见多发癌种的一般性诊疗。

方案还提出，进一步提升肿瘤登记报告规
范化、制度化程度。到2030年，肿瘤登记工作
所有县区全覆盖，建立不少于1145个国家级
肿瘤登记处。试点开展高精度肿瘤登记工作，
加强原位癌、病理分型、临床分期等信息采集。
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持续提高，适龄妇女
宫颈癌人群筛查率达到70%，乳腺癌人群筛查
覆盖率逐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