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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0 日电 近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比利时知名友好人
士董博，鼓励他继续积极促进中比、中
欧友好。

习近 平 指 出 ，读 到 你 热 情 洋 溢 的
来 信 ，我 回 想 起 2014 年 和 夫 人 访 问 比
利 时 期 间 ，同 菲 利 普 国 王 夫 妇 一 道 出
席天堂动物园大熊猫园开园仪式的情
景 。 我 高 兴 地 得 知 ，当 年 在 天 堂 动 物
园 栽 种 的 紫 玉 兰 已 花 开 满 树 ，作 为 中
国“友谊使者”的两只大熊猫也在茁壮

成长。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正在积极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
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大熊
猫已从“濒危”降为“易危”等级。中国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
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比关
系的发展，离不开两国各界友好人士的
长期努力和无私奉献。相信你和其他

友好人士将继续撒播友好的种子，吸引
更多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踊跃投身友
好事业，为中比、中欧关系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近日，比利时天堂动物园董事长、创
始人董博致信习近平主席，回顾习近平
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2014 年 3 月访比期间
出席天堂动物园大熊猫园开园仪式的
情景，表示中国园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理念，中国梦和中国的发展繁荣永远
是可共享的机遇。

习近平复信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

品陶，品景，品文化；见史，见
今，见传承。圣地仰韶，一眼千年。

1921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和中国学者袁复礼等人，用一把手
铲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
村的黄土地里，探寻出了华夏农耕
文明的主根主脉。从此，名不见经
传 的 仰 韶 村 走 进 教 科 书 、走 向 世
界，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之门，
开创了中华文明探源的新征程。

2021 年 10 月 17 日，仰韶文化
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
年 纪 念 大 会 在 三 门 峡 市 隆 重 举
行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致 信 祝 贺 ，对

100 年来我国几代考古人取得的成
就、作出的贡献、发挥的作用给予了
充分肯定。仰韶村遗址先后列入国
家《“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
划》，为持续推进仰韶文化保护利用
传承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文 化 兴 国 运 兴 ，文 化 强 民 族
强 。 当 前 ，三 门 峡 市 渑 池 县 正 以
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引领，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
挖掘仰韶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以文旅文创深度
融合倾力打造仰韶文化圣地，助推
文化强国建设。

文明绵延 在兹尤盛

距 今 约 7000 年 至 5000 年 前 ，
仰 韶 就 已 绽 放 出 华 夏 文 明 之 光 。
时光之力淡去了多少故事，湮没了
多 少 烟 云 ，但 仰 韶 文 化 璀 璨 的 光
辉，依然映照在这片土地上。

一步步走进仰韶文化博物馆，
徜徉在“冥想空间”，仿佛瞬间穿越古
今时空之门，进入仰韶先民的世界。

6 月 10 日上午 9 时许，已经有
不少游客走进博物馆。他们在一
件件文物前驻足，在一幅幅照片前
凝望，啧啧称赞。

“这是仰韶文化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小口尖底瓶，也是仰
韶村遗址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仰
韶文化博物馆办公室主任赵婷向
游客介绍。

“仰韶和她的时代”主题展，展
出 了 仰 韶 文 化 不 同 时 期 、不 同 地
域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彩 陶 花 纹 和 造
型 ，花 瓣 纹 、鱼 纹 、太 阳 纹 、几 何
纹 ，彩 陶 盆 、彩 陶 双 连 壶 、花 瓣 纹
彩陶盆……一件件展品彰显着中
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透过一件件出土的文物，我
们能想象先民们的生活状态，感受
博大精深的仰韶文化。”游客张丽
娟边看边说。

仰韶文化，因在渑池县城北 6
公里处的仰韶村被发现而得名。

“ 仰 韶 村 遗 址 出 土 了 大 量 彩
陶，它们线条流畅、图案绚丽，是仰
韶文化的主要特征，传递着中华民
族灿烂文明悠远的信息，因此仰韶
文化也有彩陶文化的盛誉。”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高级编辑赵
慎珠说，彩陶艺术承载着先民对于
信仰、自然、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认
知观念，而纹饰的主题也反映出当
时的社会已经迈入文明的门槛。

对中国考古而言，仰韶是一个

重要的坐标。
考古学家用大量的事实证明，

仰韶文化是我国黄河流域有强大
生命力的远古文化，上下数千年，
绵延数千里，对进一步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探究史前社
会的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具有重
要意义。

“仰韶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主根
脉和早期的最重要代表。”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说，
它长期积淀形成的世俗淳朴、务实
重农、王权至上、重视族群、崇敬祖
先、兼收包容等诸多古代中原文明
的基本品质，确立了中国古代文明
的特点和格调。

站在海拔 630 多米的仰韶村遗
址第一次考古发掘处，时光已过去
100 多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
中国学者袁复礼等人的群雕一起
伫立在山坡之上，目光坚定，再现
了当年的发掘现场。

路边择一处地方坐下小憩，周

围的一草一木都在讲述着曾经发
生 的 故 事 ，诉 说 着 古 老 文 明 的 历
程。不经意间，就能踢出几块彩陶
残片。数千年的文化，好像就在脚
下流淌。

远古的一块石头、一个陶片、
一种纹饰，也能传递出人类文明的
密码。

探源护脉 传承创新

近 年 来 ，三 门 峡 市 围 绕 打 造
“早期中国”文明长廊，积极推进仰
韶文化遗址考古科研和保护展示
利用工作。

仰韶村遗址先后经过四次考
古发掘，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世界
考古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
资料。

第一次发掘，1921 年，瑞典地
质学家安特生和中国学者袁复礼
等人一起，证实了中国存在非常发
达的远古文化，对“中国文化西来
说”产生强烈冲击。（下转第四版）

近日，湖滨区磁钟乡磁钟村 72 座日光温室蔬
菜大棚及其基础设施正在加紧建设。近年来，磁
钟村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带领
群众坚定不移走农业高质、高效发展之路，多向
发力促进农民增收，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日光温室
产业，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明 摄

本报讯 日前，在第十九
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上，“2023 中国最
美县域榜单”揭晓，全国 105
个县（市、区）登上榜单，其中
卢氏县是三门峡市唯一入选
县。

该榜单评选是中国经济
改革研究基金会主办的 2023
中国县域博览会系列活动之
一，以县域生态美、人文美、
产业美为评价标准，旨在发
现美、传播美、创造美、享受
美，为亿万游客提供更多可
供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助推
全域旅游发展与区域经济振
兴。

近年来，卢氏县围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强力实施“生态立
县·‘三生’融合”战略，通过
举办连翘花季、中国农民丰
收节等系列活动，实施改造
提升各景区、开发建设精品
民宿、打造红军长征村项目
等举措，年接待游客人次大
幅度增长。该县连续获得省
级生态示范县、中国优秀休
闲度假旅游县、全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
百佳深呼吸小城”、“中国天
然氧吧”、中国最佳康养休闲
旅游名县、河南省旅游扶贫
示范县等荣誉称号，并成功
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自由山水·清清卢氏”旅游

品牌持续叫响。
该县在统筹推进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中持续发
力 ，深 入 推 进“ 林 长 制 ”“ 河
长 制 ”“ 山 长 制 ”，国 土 绿 化
全面提速，森林覆盖率超过
70%，建 成 空 气 质 量 国 家 二
级 标 准 达 标 县 ；扎 实 开 展

“ 四 水 同 治 ”，完 成 南 城 水
网 、南 北 岸 堤 顶 、洛 南 大 渠
引 水 管 线 、西 沙 河 生 态 修
复 、连 翘 主 题 公 园 、洛 河 南
北两岸花海等工程，绿树掩
映 、清 新 自 然 、游 人 如 织 的
生 态 画 卷 逐 渐 展 开 。 国 家
卫生县城、省级园林县城顺
利通过评选，相继获得省级
生态县、省级森林城市等荣
誉称号，有品位、有韵味、有
滋 味 的 自 然 山 水 城 市 芳 容
初现，宜居、宜业、宜游的美
丽卢氏绽放新颜。

在推进秀美山川建设的
同时，该县还大力推进基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建 设 。 栾
卢、卢洛高速建设如火如荼，
生态廊道、高速连接线、兴贤
廊 道 相 继 建 成 ，修 筑 国 、省
干线公路 5 条 128 公里，新改
建农村公路 2015 公里，所有
行政村实现了宽带、手机信
号 、广 播 电 视 信 号 全 覆 盖 ，
标准化村卫生室、合格乡村
医生、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
约 履 约 全 覆 盖 ，为 旅 客 安
全、舒心旅游提供了强有力
保障。 （叶新波）

本报讯（记者任志刚 通讯员贺斌）
2021 年义马市在郎沟湿地公园试种“绿
洲一号”成功后，近日，该市利用非耕地
开展菌草“绿洲一号”新品种推广栽培示
范 项 目 顺 利 完 成 ，项 目 总 投 资 172.2 万
元，中央财政推广项目资金 110 万元，地
方配套资金 62.2万元。

该项目选址海拔高度 500 米左右，自
然条件良好，红褐土壤厚度 80 厘米以上，
适宜菌草生长的义马市东区办事处石佛
社 区 ，菌 草 种 植 面 积 360 亩 ，植 株 高 10
米，种植一次能连续收割 20 年。项目所
在区域交通便利，气候适宜，水电充足，
可为菌种栽植提供各项保障措施。项目
建设地点靠近新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
区，有优质的沼渣、沼液充当有机肥。

据了解，“绿洲一号”两年后进入丰

产期，年收三茬，每亩产量约 12 吨，目前
市场价每吨 350 元，三年后保存率达到
95%以上。最重要的是，“绿洲一号”新品
种推广栽培示范项目的顺利完成，有利
于国家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对义马市菌
草种植、品种改良、产业带动、效益增收
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近年，义马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河南省《关于
加快推进黄河菌草生态屏障建设和菌草
新兴产业发展的建议》的指示精神，目前
已培训农户、印发资料，并编制了“绿洲一
号”菌种栽培技术规程，通过示范带动促
进菌草产业发展壮大，在义马市推广 2000
亩以上菌草模式实施工程，有效促进和培
育农村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绘就仰韶文化发展新画卷
——河南渑池打造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新格局

光明日报记者 王胜昔 丁艳 本报记者 王婉媚

省媒央媒 看 崤 函

编者按 6 月 20 日，《光明
日报》第五版《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式现代
化》栏目刊发文章《绘就仰韶
文化发展新画卷——河南渑
池打造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新
格局》，报道了渑池县加强“文
化渑池”建设，不断深入挖掘
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价值，
让仰韶文化遗存“活起来”所
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及取得的
丰硕成果。现予全文转发。

本报讯（记者白叶楠）6
月 20 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栗金强主持会议并
讲 话 ，副 主 任 许 胜 高 、李 红
念、王云波、郭忠义、李发军
和秘书长胡家群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重要文章和重要贺信精神；
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提升市级医
疗服务能力、2022 年度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三
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开展
情况、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工
作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听
取 审 议 并 表 决 通 过 了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关 于 民 事 检 察 工
作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听
取 审 议 并 表 决 通 过 了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全 市 法 院
执 行 工 作 情 况 的 专 项 工 作
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三
门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的决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向新任
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
命的市政府组成人员进行了

宪法宣誓。
会议商议通过了市八届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建议
议程。

会议强调，要加强学习、
提高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和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作 为
首要政治任务，把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作为最大
政治责任，持续在以学铸魂、
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
干上下功夫，确保人大工作
始 终 沿 着 正 确 政 治 方 向 前
进 。 要 立 足 本 职 、服 务 大
局 ，立 管 用 之 法 、行 决 定 之
权 、务 监 督 之 效 、聚 代 表 之
力，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中展
现 人 大 新 担 当 新 作 为 。 要
转 变 作 风 、真 抓 实 干 ，强 化
理 论 武 装 ，不 断 提 高“ 政 治
三力”，兴调查研究之风，锤
炼 能 力 作 风 ，着 力 推 进“ 四
个机关”建设，切实提升依法
履职的能力水平，推动人大
工作再上新台阶。

副市长杨红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周东方，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道伟，以
及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 五 次 会 议 召 开

卢氏县成功入选
“2023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寻 梦 田 园 风 光
情 醉 山 水 乡 村

本报记者 宋杰

6 月 20 日，“咔嚓”摄影家与媒体记
者及网红代表 80 余人，乘车深入大美卢
氏采风，探山水隐庐、观豫西百草园、赴
豫西大峡谷、游卢氏双龙湾、看兴贤里社
区，共同开启了一场“田园寻梦·山水乡
村”之旅。

在山水隐庐，采风团嘉宾们一下车
就喝上了甘甜的蜂蜜水，品上了养生的
连翘茶。随后，大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
穿过青翠的竹林，沿着曲径通幽的鹅卵
石小路，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特色民宿。
新疆哈密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吴静说：“这
里依山傍水，风景秀美。人们的精神面
貌好、素质高。我准备将拍出的片子制
作成展览展示给新疆人民，展现河南的
大美之地。”

走进豫西百草园，湖中的美人蕉花
开正艳，嘉宾们倚着栏杆兴致勃勃地不
停按动相机快门。园内一步一景，嘉宾
们边走边拍，悬立的大水壶、充满农耕文
化的三味书屋……快门的“咔嚓”声不绝
于耳。来自海南海口市的微信名为“双
帆岛”的摄影师表示，豫西百草园古村庄
原生态的民宅建筑保存得特别好，他尤
其喜欢这里的黛瓦橙墙，很有特色。

在卢氏县，人们不仅可以体验到当
地的民俗文化，还可以欣赏到优美的自
然风光。采风团一行来到豫西大峡谷，
只见这里水光潋滟，垂柳摇曳，风景怡

人。嘉宾们漫步在湖边栈道上，或拍照
留影，或谈笑风生，或聚在遮阳伞下品茗
论道，舒心惬意。新疆石河子摄影家协
会主席杨子江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
来豫西大峡谷，感觉这里的气势很令人
震撼。大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赵艺卓说：“我感觉豫西大峡谷有桂林
山水的意境之美。当地人朴实又热情，
我回去后会广泛宣传，让更多影友来这
里‘打卡’。”

在卢氏双龙湾景区，嘉宾们沿着桃
花谷栈道拾级而上，沿途瀑布飞泻、泉水
叮咚、溪流潺潺，与水上荷叶莲花、山涧
青岩绿树相映成趣。大家不时拿出手机
或相机记录眼前美景。兵团摄影家协会
副秘书长、新疆航拍专业委员会副主席
邱明江说：“景区环境优美，无人机航拍
的效果很壮美。”

在卢氏县兴贤里社区，嘉宾们参观
了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了该拆迁安
置小区的基层组织、基础建设和群众生
活等情况。当天，正赶上社区组织开展
爱心义诊、包槲包粽和制作香囊等活动，
大家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将镜头对准了
医生、志愿者和居民，抓拍邻里和睦、生
动感人的瞬间。

采风旅途虽短，嘉宾们用一张张珍
贵的照片记录着沿途美景，大家都沉浸
在充实、幸福、分享的喜悦中……

与黄河相约 享文化之旅
本报记者 单义杰

6月 20 日，来自全国各地
的摄影家、摄影爱好者来到
黄河岸边，开启一场“黄河有
约·廊道串珠”之旅。

当天上午 8 时许，采风团
首先来到陕州地坑院景区，
这里的地下院落各具特色，
有的展示农耕文化，有的传
承古老技艺，尤其是院内精
妙绝伦的剪纸、独具特色的
捶草印花、散发着泥土气息
的农具等，均被摄影师们记
录下来。一曲铿锵有力的陕
州 锣 鼓 书 让 嘉 宾 们 鼓 掌 叫
好，称赞不已。“这里把当年
原住民的地下生活状态展现
得非常好，院内还有燕子筑
巢，代表了吉祥，颇具特色，
很吸引人。”重庆市摄影家协
会主席鞠芝勤说。随后，采
风团又来到曲村地坑院，感
受原生态地坑院“见树不见
村 ，进 村 不 见 房 ，闻 声 不 见
人”的独特魅力。

下 午 ，采 风 团 的 车 队 驶
入沿黄生态廊道，沿途多次
停留，让嘉宾们充分感受、拍

摄 秀 丽 旖 旎 的 黄 河 沿 岸 风
光。在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三河广场，黄河河面宽
阔 、河 水 清 澈 ，两 岸 郁 郁 葱
葱，秀美的风光让嘉宾们纷
纷举起手机、相机，拍下一幅
幅美好的画面，并在黄河岸
边合影留念。在水上运动中
心，嘉宾们再次近距离感受
黄河之美。“三门峡黄河风景
优美，非常值得拍摄，如果时
间再充足些，我能拍出更多
更好的照片。”山西省太原企
业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武强意
犹未尽地说。

随 后 ，采 风 团 来 到 市 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后地
摄影艺术村，感受“河南摄影
第 一 村 ”的 浓 厚 艺 术 氛 围 。

“照片挂满村”是该村的一大
特色，村巷边、墙壁上、树杈
间 ，累 计 展 出 作 品 1300 余
幅。嘉宾们在“天下黄河后
地摄影艺术村”发起人石旭
民的讲解中，认真欣赏了黄
河百姓巷、黄河风情街、三门
峡古树名木等摄影展，对黄

河有了更加完整的了解。后
地 村 的 千 年 古 枣 林 闻 名 遐
迩、香溢四方，嘉宾们行走在
村内，嗅着枣林的清香，感到
心旷神怡，十分放松。“后地
村 的 摄 影 艺 术 氛 围 十 分 浓
厚，村内很多作品展现了黄
河岸边乡民们真实的生活状
态，视角独特，拍得很好，这
里 颇 具 纪 实 类 摄 影 创 作 价
值。”来自四川省摄影家协会
的刘晶晶说。

最后 ，嘉 宾 们 来 到 灵 宝
函 谷 关 景 区 和 东 寨 村 观 景
台，感悟道教文化，俯拍绝美
黄河。嘉宾们在景区参观了
老子圣像、道德天书、函关古
道等景点，感叹这里的一草
一木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
化 底 蕴 。“ 行 走 在 函 谷 关 景
区，历史典故随处可见，让我
陶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之中。三门峡的风景让
我很难忘，下半年我还要再
来这里拍摄白天鹅。”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章书丹真挚地
说。

菌草新品种“绿洲一号”落户义马

“日光温室”
孕育乡村振兴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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