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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古籍解码“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浪漫冰城
邂逅暖暖幸福

做绿水青田的守护者

（上接1版）
与此同时，哈尔滨市充分调动群众知

晓、参与创建的热情。通过线上开通创建热
线、全网进行“金点子”征集、网上进行“冰
城问政”、开展“冰城文明拍客”行动，线下
组织市民寻访团座谈会，深入社区、企业、
学校走访调研，畅通民意反映渠道，让创建
成果更多更好更广地惠及百姓。

坚定文化自信
涵养城市精神

2023年 12月 18日，第二十五届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开园迎客。本届冰雪大
世界以“龙腾冰雪 逐梦亚冬”为主题，将
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与龙江地域文化、冰
雪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为世界各地游
客打造了一座集冰雪艺术、冰雪文化、冰雪
演艺、冰雪建筑、冰雪活动、冰雪体育于一
体的冰雪乐园，掀起全民赏冰乐雪、纵情冰
雪的热潮。

“不是北极去不起，是哈尔滨更有性价
比。”入冬以来，哈尔滨市因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和魅力十足的冰雪文化，吸引了成
千上万的游客。哈尔滨市年平均雪期约
180天，北国雪舞、冰封山河的自然禀赋，
勤劳坚韧、浪漫激情的人文精神，多元包
容、开放创新的城市底蕴，让这座城市成为
中国现代冰雪文化的肇兴地。

漫天飞雪时，背着橙色小书包的“淘学
企鹅”迈着小碎步在哈尔滨市地标建筑前
上演冰雪巡游，引发市民、游客围观惊叹；
哈尔滨市“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暨校园
冰雪文化节和校园冬季运动会在兆麟小学
校正式启动，孩子们在微缩滑雪场里纵情
滑行，乘坐雪圈从雪滑梯上飞驰而下，以奔
跑的姿态，迎接2025年亚冬盛会的到来；
一封《礼迎天下客 冰雪暖世界——致全市
人民的信》传送到每一位市民的手中，倡导
大家以冰雪之约，聚文明之光，燃情梦幻之
旅，共筑文明活力之城，让“冰雪暖世界”成
为魅力冰城的独特印记，让“礼迎天下客”
成为四海宾朋的共同感知……冰雪赋予了
哈尔滨市独特的城市魅力，哈尔滨人用冰
雪铸造了城市传奇。

在全面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实践中，哈
尔滨市不断坚定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充分
挖掘城市发展中形成的音乐文化、冰雪文化、
工业文化、黑土文化、闯关东文化、金源文化、
湿地文化等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优势，以文
润心、以文兴业、以文惠民，充分展现城市形
象和文化自信，彰显世界音乐之城、奥运冠军
之城、“双亚冬”之城的时代风采，努力打造

“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
人民满意”的文明之城。

与此同时，哈尔滨市注重激活红色资
源，发挥43所革命传统学校、99处红色展
馆遗址的主阵地作用，擦亮全国文明城市
的红色名片。注重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持续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元
宵节猜灯谜、端午节赛龙舟、七夕相亲文化
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

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忠萍表
示：“下一步，我们将切实发挥省会城市的
龙头示范作用，统筹文明培育、文明实践、
文明创建，以‘礼迎亚冬会·文明我先行’为
主题主线，大力开展‘城乡文明十大提升’
行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以最好状态、最优
素质、最美风尚，进一步展现新时代哈尔滨
的文明活力形象。”

（上接1版）

“我不怕倒下，就怕关键时刻倒下”

2023年汛期，海河流域遭遇特大洪水，
严峻的抗洪形势考验着这位“当家人”。

第六埠村一部分位于东淀蓄滞洪区
内，随着蓄滞洪区的启用，郝庆水带着全
村100多名党员干部、志愿者，与洪水“赛
跑”，他们一边走村入户做工作，转移安置
受影响的群众，一边帮助洪区内企业、农

户及时把化肥、机械等农资抢运出来，确
保将损失降到最低。

需要转移的群众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后，郝庆水又带领大家开始在子牙河岸
边修筑子堤，确保洪水过境时河道行洪
安全。

“子牙河大堤是构筑城市防洪圈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上下游、天津市关注的焦
点，这里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一连数日，郝
庆水几乎没合眼，困了就在村委会眯一会
儿，回到家里只是换换衣服。绷着防汛这根

弦，加上连续的高温湿热、奔波劳累，平常
有高血压的郝庆水差点累倒，他随身带着
速效救心丸。“我不怕倒下，就怕关键时刻
倒下。”郝庆水说。

如今，郝庆水又在琢磨，下一步，将全力
推动“六埠不夜村”项目建设，整合夜景、餐
饮、民宿等元素，点亮“夜间经济”，打造周边
游客短途游、解压游、文化游的首选目的地，
以优良的旅游环境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在郝庆水的带领下，美丽的第六埠村
正大踏步地走在发展的大道上。

文物古籍，传承情、意、志，蕴含精、气、
神。千百年来，各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交
融汇聚，留下了灿若繁星的瑰宝，承载着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
展”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1500余件文
物古籍浓缩千年时光，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故事，解码“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

◆ 述说过去，重温中华民族
共同体历史

走进展厅，“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等语
句从“集思柱”上缓缓流淌，汇入观众脚下的

“中华文明之河”。
数千年来，大一统传统深深熔铸于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史中。从最先记载
“大一统”一词的《春秋公羊传》，到生动阐释
“长城内外是故乡”的《圣朝混一方舆胜览》，
再到印有意为“桃花石”字样的铜币……

一件件文物古籍从历史深处走来，展现
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基因，记录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生动故事。

铜鼓、箜篌、马头琴的千年回响，汇聚各

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万千气象；
河西走廊等著名要道，见证各民族你来我
往、经贸交流的繁华景象……

“这些文物是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
要史料，凝结着中华民族共享的记忆和情
感，体现了中华民族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客观
历史过程。”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陶颖说。

◆ 影响当下，推动共同体理
念浸润人心

2023年9月16日，蒙曼、严庆等知名学
者走进展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
中央民族大学2.3万余名学生讲授“开学第
一课”。

生动的现场讲述和沉浸式互动体验，铺
展开一幅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
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
伟大精神的宏阔画卷。

“仿佛看到跨越时空的共同性，体会到
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精神相通。”中央民族大
学学生刘晓丽说。

文物古籍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阐释中华
民族共同体理念，吸引了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

70多所大中小学学生到场学习，在图文
并茂的展示下，“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种子深
埋青少年心灵深处；

4000余名民族工作者来此培训，在深入
浅出的讲解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
愈发牢固；

1370多个社会团组前来参观，在精彩纷
呈的展陈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浸润各族
群众心田……

展览自2023年8月1日开幕以来，现场
观展人次突破10万。“血脉相连、命运与共”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展览留
言簿上，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深切共鸣。

◆ 启迪未来，讲好中华民族
共同体故事

展览不仅汇聚了大众目光，也成为理论
界关注的重点，多位专家学者就此展开深入
研讨。

“出土文物对实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刘国祥认为，应继续开展考古发掘、
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用出土文物

填补文献空白，构建中华文明更久远的
历史。

如何深入挖掘文物古籍蕴含的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史实？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
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刘连香说，通过
进一步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展览保护，文物
古籍可以更好展示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的发
展历程。

就更好发挥文物古籍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独特作用，国家民委文化宣传
司司长郭建民表示，将继续发挥好平台载体
和专家作用，加强与文博单位、研究机构等
交流合作，全方位多角度做好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

“文物古籍的意义穿越古今、指向未
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
长关凯认为，应该在更大的时空框架内，以
更宏观视角和现代化眼光，挖掘并展现文物
古籍所蕴含的穿透力，讲好中华民族走向未
来的故事。

述说过去、影响当下、启迪未来。文物古
籍，串联起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精神纽带，承载着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历久弥新。

（新华社 王明玉）

“苦荷青青出泥淖，花开盈盈多妖娆……”
2023年 12月 13日，在陕西省洋县文化馆
里，汉调桄桄杖头木偶戏《蔡伦》正在排练
中，该剧通过8个章节讲述蔡伦的生平往事
和造纸的全过程。“我们历时3年打造这部
戏，希望通过这部戏，让更多人了解蔡伦，感
受洋县历史文化魅力。”洋县文化馆馆长杨
晓建说。

除了创新改编、全新上演的《蔡伦》，去
年以来，洋县还用一场场接地气、冒热气的
宣讲，一次次暖人心、聚民心的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涵养文明之风，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打造“鹮乡有理”理论宣讲品牌

“社区治安大防控，矛盾纠纷大排查；平
安建设无小事，平安建设靠大家；大家齐心
鼓干劲，共建平安好家园……”2023年 11
月21日，在洋县磨子桥镇磨子桥社区，一场
以“平安社区建设”为主题的“板凳微课堂”
宣讲活动正在进行中，社区工作者向群众生
动讲解平安社区建设的相关知识。

“这样的宣讲活动，让我们掌握了安全
事故防范方法，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大家很喜欢。”社区居民刘宝燕说。
近年来，洋县坚持领导干部带头讲、专

家学者示范讲、行业部门分类讲、党员干部
入户讲“四级四类”宣讲模式，结合“用勤劳
双手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等重点工作，
整合“镇村讲师团”“百姓宣讲员”“草根名嘴”
宣讲力量，精心打造“鹮乡有理”理论宣讲品
牌，通过“理论+文艺+服务”形式开展小范围、
高频次、接地气的群众性宣讲活动。去年1月
至11月，全县累计举办大型示范宣讲活动4
场，开展各类微宣讲活动5000余场次。

让学模范学先进成为常态

2023年12月6日，伴随着悠扬的旋律，
洋县“群星耀洋州、共创文明城”第六届道德
模范颁奖典礼举行。“让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的第一书记卢欣、资助困难学生30余年的教
师马泰红、照顾脑梗妻子和残疾岳母十年如
一日的“好男儿”李金全等21人受到表彰。

去年以来，洋县以“善行鹮乡、德润洋
州”品牌建设为抓手，深入实施“374”文明
提升工程，累计颁发、悬挂“十星级文明示范
户”流动荣誉牌8000余个，开展群众性文化
活动200余场，参与群众3万余人次；精心

打造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8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182个、“鹮乡家风大讲堂”等特
色志愿服务品牌项目23个，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2000余场次，服务群众8万余人次，让
学模范、学先进成为常态，为高质量发展凝
心聚力、激发活力。

纵深推进文明提升工程

近年来，洋县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提供“菜单式”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品尝

“文化点心”。去年以来，洋县累计开展文化
惠民演出100余场，放映公益电影3400余
场次，受益群众近10万人次。同时，该县常
态化开展文化市场整治，对县域内200余家
文化市场经营主体进行定期检查，为高质量
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洋县将深度融合文明实践、文明创建、
文化振兴等方面工作，纵深推进文明提升工
程，叫响做亮‘鹮乡有理’志愿服务品牌，引
导干部群众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为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
的生态洋县不懈努力，以文化软实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洋县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
陈学宏表示。

陕西省洋县：

“文化点心”送上门
◎ 洋文

1月6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村超”开启2024年新赛季。相比2023年的20支参赛队伍，今年共有62支村队参与。图
为两支村级球队在榕江县城北新区体育场进行比赛。 李长华摄

山西部署追回
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待遇

据新华社太原1月7日电（记者 马晓媛）记
者从山西省人社厅获悉，近日人社部门会同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
政厅、省司法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
管局，就部门协同合力追回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待
遇有关事项作出部署，切实加强协作，合力维护
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据悉，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主要情形包
括违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违规领取失业保险待
遇、违规领取工伤保险待遇三种。违规领取养老
保险待遇包括参保人员死亡或失踪后，其近亲属
或其他人员继续领取其养老保险待遇的；参保人
员在同一制度内重复领取两份及以上社会保险
待遇的，或跨制度、跨险种、跨区域重复领取社会
保险待遇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
养老保险待遇等。

违规领取失业保险待遇包括参保人员重新
就业或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期间仍领取
失业保险待遇的；参保人员死亡后，其近亲属或
其他人员继续领取其失业保险待遇的；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后仍领取待遇的；同时段跨区域重复领
取失业保险待遇的；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
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机构介绍工作的等。

违规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包括参保人员死亡
后，其近亲属或其他人员继续领取其伤残津贴、
生活护理费的；领取抚恤金人员被收养、年满18
周岁且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就业或参军、工亡
职工配偶再婚的、死亡等情形仍领取抚恤金的；
隐瞒事实，伪造、编造相关材料以达到欺诈骗取
或协助他人欺诈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等。

四川喜德县原创歌曲《彝家幸福谣》

荣获“2023家乡闪耀·
一县一歌”最佳歌曲奖

本报讯（田琪）1月5日下午，由四川广播电
视台、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2023家乡闪耀·
一县一歌”颁奖盛典暨“2024一县一歌·如蜀家
珍”项目发布仪式在成都举行，喜德县原创歌曲
《彝家幸福谣》荣获最佳歌曲奖。

“彝乡新寨好美丽，荞花开得艳，宽敞的马路
通家门，出行方便咯，新建的民俗广场上，达体跳
起来咯……”活动现场，《彝家幸福谣》演职人员
身着彝族服饰，激情澎湃地演绎今天的幸福生
活，深情表达彝家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
坚定决心，现场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据悉，歌曲《彝家幸福谣》是一首以极具民族
特色的彝家新寨美丽风光为视角主线，用通俗易
懂的歌词呈现脱贫奔康故事的一首原创歌曲，该
歌曲还被拍成MV，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喜德县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彝家幸福谣》
作词人马海木加表示，接下来还将继续从喜德的
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汲取灵感，创作出更多代表
彝族老家的文化艺术作品，推动喜德的文艺创作
再上新台阶。

四川省第十五届集邮展暨
第六届生肖嘉年华活动

在泸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 罗园）1月5日，四川省第十五
届集邮展暨第六届生肖嘉年华活动，在泸州市举
行。此次集邮展以“祥龙腾飞迎新春 集邮盛会展
风采”为主题，展出竞赛性和非竞赛性展品共计
500框，是四川省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省级综
合性集邮展览。

活动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四川省邮政管
理局、泸州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国邮政四川省分
公司、四川省集邮协会主办，展览主题鲜明，时代
特色突出，囊括传统集邮、邮政历史、邮政用品、
航空集邮、航天集邮、印花、极限、现代、开放、图
画明信片共12类主题。

开幕式现场还特别举行了《甲辰年》特种邮票
首发仪式。邮票一套两枚，第一枚名为“天龙行
健”，第二枚名为“辰龙献瑞”，分别源出九龙壁和
传统吉祥纹样“祥龙拱璧”。两枚邮票主打红、金、
黑经典三色，体现出大气、贵气、瑞气和喜气，一动
一静、相得益彰，受到在场嘉宾们的欢迎与喜爱。

现场还同时发行“四川省第十五届集邮展
览”邮资纪念封一套两枚。一枚封图印有出土于
泸州市纳溪区的国家珍贵文物——麒麟温酒器，
酒香处亦见邮影，体现“酒城”泸州集邮文化的传
承与新生。另一枚印制了位于泸州市泸县的世界
上最大“龙雕石梁板桥”——龙脑桥，桥上石雕瑞
兽彰显祥瑞福臻，与邮票上灵动婉转的金龙共同
契合了喜庆祥和、迎吉纳福的寓意。

集邮展期间组织“新时代集邮文化建设”学
术交流、“放飞梦想从方寸启航”青少年集邮知识
讲座等多场集邮系列活动，并结合《甲辰年》特种
邮票首发，同步开启第六届生肖嘉年华活动。成
都熊猫邮局、乐山乐乐邮局、德阳三星堆邮局三
大明星主题邮局携手登场，集邮爱好者和观展市
民可以在活动现场学习集邮文化知识，体验特色
主题邮局文创，参与集章打卡互动，感受龙年生
肖文化、泸州非遗文化和“邮文化”的精彩碰撞。

新闻集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