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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

新华社北京 8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北京中
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 名 录》，对 于 建 设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相 协 调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具 有 积 极 意
义 ，为 世 界 文 明 百 花 园 增 添 了 绚 丽 的
色彩。

习近平强调，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
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
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
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和自然珍宝。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
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
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
美好生活需求。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
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
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
议，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
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
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
栖 息 地（第 二 期）”列 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9
项，居世界前列。

习近平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守 护 好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瑰 宝 和 自 然 珍 宝
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近日，游客在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浦
源镇浦源村鲤鱼溪景区游览百亩荷塘。时
值暑期旅游旺季，浦源村内游人络绎不绝。
2013年，浦源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近年来，周宁县充分挖掘浦源村文化
底蕴，逐步实施古村保护修缮工程，建成百
亩荷塘、水幕光影秀等特色旅游景观，打造
了民俗馆等一批文旅新场所，以不断创新的
文旅新业态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2023年，
鲤鱼溪景区接待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
9.6%，旅游收入达6.27亿元。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看 振 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张萌

秦岭翠华山下，太乙河畔，进山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位于
太乙河边的太乙村是通往翠华山地质公园景区的必经之地，这
里空气清新，景色优美，相传因太乙真人曾在此修炼而得名。

往昔的太乙村，穷根深种。太乙村处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
区太乙宫街道太乙河上游川坡地带，森林面积占到 90%以上。
由于耕地面积小，过去村民一度为吃穿犯愁，支柱产业的缺乏
导致村里基础设施欠账较多，村民的生存条件堪忧。

如今走进太乙村，党建广场分外醒目，月季长廊美不胜收，
河水干净清澈，西岔门楼气势恢宏，农家乐、民宿干净整洁，处
处都散发着活力。

在太乙村党支部书记王根记看来，村庄旧貌换新颜得益于三招。
太乙村的第一招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户分类、村

收集、街转运”模式，全域推行垃圾分类，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9%，实现农村污水处理、截污纳管全覆盖。提升改造道路，建
设水系景观，推动农村环境大改善、大变样。

好的环境更要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动力，特别是村内的闲置
资源亟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盘活资源是第二招。依托附近的
翠华山地质公园景区，将坡地进行出租，将闲置小学建成‘终南
逸’民宿并与企业联合运营，同时盘活村内 20 处闲置农房。”王
根记介绍，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益突破 60 万余元，全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3 万元。

乡村振兴关键还要靠产业，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是
第三招。于是，农家乐、民宿、茶馆经营和土特产销售等产业在
这里兴起。有了产业，更要向优发展。太乙村通过多元化经营、标准化管理，
持续提升餐饮民宿与独特自然风光的结合度，凸显休闲观光体验感。

太乙村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受游客青睐，已成为西安周边重要的休闲打卡
地。村民刘小清在本地经营着一家名为“左甜甜”的农家乐，她告诉记者，旅
游旺季时每天能收入 5000 元左右，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村庄聚集了人气，更让
村民有了增收的幸福感、满足感。

下一步，太乙村计划挖掘林下经济产业，依托集体林地优势延长集体经
济产业链，持续释放集体经济能量，让山村更宜居、村民更幸福、乡村全面振
兴的图景更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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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近日，记者从成都海关获悉，今
年上半年，四川实现农产品进出口 128.8
亿元，同比增长 49.9%，增速位列全国第
三。其中，进口 87 亿元，增长 62.7%；出口
41.8 亿元，增长 28.9%。2024 年上半年进
出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
均保持增长态势。

四川农产品进出口亮点多多，省内
企业出口申报显示，白酒、鱼油、中药材、
水果、茶叶等特色产品货源地为四川的
占比超 50%，蜀中好货鱼油、柠檬、鱼子

酱、白酒等出口规模更是在全国数一数
二。鱼油出口 6.7 亿元，增长 107.2%，规
模列全国第一；柠檬出口 1.3 亿元，增长
125.4% ，鱼 子 酱 出 口 3315 万 元 ，增 长
6.2%，白酒出口 2.1 亿元，增长 28.1%，规
模均列全国第二。成都雷竹笋、乐山姜
黄、巴中海鲜菇、内江沃柑等 13 个特色农
产品实现首次出口。

数据显示，在四川农产品出口快速增
长的同时，重点农产品进口也大幅增长。
今年上半年，四川进口水果 22.3 亿元，同
比增长 243.9%，其中进口榴莲达 14 亿元；

进口食用油 13 亿元，同比增长 50%；进口
食用水产品 12.6 亿元，同比增长 412.7%。
这 3类产品占进口总额的 55.3%。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四川省农产
品贸易国家和地区达 128 个，进口来源
国家和地区新增 4 个，累计达到 77 个。
泰国跃居四川省农产品第一大贸易伙
伴，进出口 17.4 亿元，同比增长 233%。四
川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进出口
83.1 亿元，同比增长 82.2%；对《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农产品
进出口 55.5 亿元，同比增长 74.8%。

四川上半年农产品进出口额同比增长49.9%

发挥好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要繁荣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创新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
力推进文化数字化，让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
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
益、为旅游休闲增内涵
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
正气增活力。”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
时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
文化数字化，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
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增内
涵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增”，不仅深刻
揭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也为
我们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建设文化
强国进一步指明了实践方向。

在山西探访平遥古城的现代色彩，
于河南安阳追寻殷商史韵，考察四川德
阳三星堆遗址古蜀文明发掘，调研湖南
常德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复利用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引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以文促兴”的实践路径开
拓渐广。

文化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和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不仅在“润物
细无声”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深厚的
人文价值，还以丰富的资源属性成为发
展的动力源，使新的文化产品与文化业
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不断
涌现。一场别开生面的篮球赛，为贵州
台江县的古老村寨赢得世界瞩目；一朵
千年前的簪花，让福建泉州市蟳埔村以

“簪花经济”吸引万千游客。在广大乡
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繁荣不仅塑
造着乡村的新风貌，还成为各地将独有
的文化元素进行个性化输出的重要渠
道，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强劲动能。

要发掘乡村，充分挖掘以文化为内
核的产业增长点。因地制宜找准乡村
文化特色，锚定方向将乡村文化要素融
入现代化市场需求。比如，山东曹县以
汉服为赛道实现产业集群化，就是通过
对传统文化要素的有效运用，成就了支
柱产业。因此，在地方产业发展过程
中，要充分关注乡村文化元素的经济力
量，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与市场体系。

要立足乡村，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农文旅”融

合这篇文章，不仅是乡村发展、农民增收
的重要发力点，更是在对文化的活化利
用中为城乡社会增活力的重要内容。既
要依托当地文化、坚守本土特色，又要不
断拓宽乡村休闲旅游场景，打造新型文
旅产品品牌，丰富游客体验，从而实现

“农文旅”的深度融合互促。
要引领乡村，发挥好先进文化凝聚

人心、引领风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
为农民提供更多优质精神文化产品，通
过送戏下乡等方式点亮田园、辐射城
乡，以文化惠民工程满足农民群众对优
质文化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要与时
俱进推动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运用好
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数字化工具，进
一步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文化与经济如“车之两轮”“鸟之两
翼”，既相互依存也相互促进。以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发挥文化在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扎实推动
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必
将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动能。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险峰）近期，辽宁省多地出现连续性强
降雨天气过程，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
响。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积极发挥科技支
撑作用，助力各地农业生产防灾减灾。

辽宁省农科院组织专家及时对农业生
产形势作出预判，围绕大田作物、经济作
物、园艺作物、养殖水产等4个方面20个门
类，编制农业防灾减灾科技指导预案，并通
过省农业农村厅印发至省内各地。

辽宁省农科院第一时间派出 100 余
名科技专家深入受灾地块，开展摸底调

研和技术指导，助力各地减少损失。
水稻所专家深入铁岭市、沈阳市等

水稻受灾地区，及时开展水稻灾情调研
与防灾减灾技术指导。专家深入田间地
头，实地查看水稻受灾情况，有针对性地
提出防灾减灾技术措施。

淡水院特色淡水鱼专家团队前往本
溪市南芬区冷水鱼养殖基地，开展渔业
生产应急技术指导。专家实地调查鱼苗
生长状况，指导农户及时检查并疏通进
排水管道，清理淤积物，提升排涝降渍
能力。

经作所中药材专家团队赶赴清原县
和新宾县，开展道地药材生产应急技术
指导。专家先后实地考察了苍术、升麻、
威灵仙等道地药材种植基地，认真查看
中药材生长情况和受灾程度，现场开展
涝灾防控指导，并讲解灾后补救措施。

果树所、经作所、食用菌所、蔬菜所、
沙地所、加工所等院属研究机构的专家，
到岫岩县等地的农业特色产业生产基
地查看灾情，指导种植户采取有效技术
措施，最大程度降低损失，助力当地农业
生产防灾减灾。

辽宁省农科院科技助力农业防灾减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学如弓弩，才如箭镞。如今，位于青
海大学校园内的青海乡村振兴学院涌动
着一股学理论、提素质、强能力的学习
热潮。

今年 3 月 25 日，经过前期的精心筹
备，青海乡村振兴学院在青海大学挂牌
成立。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关键节
点，在加速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建设的重要阶段，省级层面成立乡村
振兴学院正当其时。

自开班以来，学院着眼“三农”领域新
模式、新业态、新品种、新技术，高标准开
展教学培训，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
例式、互动式等方式，帮助学员熟悉政策、

开拓思路。在 4 个多月的时间里，千余名
来自全省各市州“三农”领域的主要负责
人和基层干部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再洗礼、
专业的再夯实、能力的再提升。

创新性，让培训“高开高走”

为什么要成立一所省级乡村振兴
学院？

全面建设现代化高原农牧业，时不
我待。立足当下，抓紧培养选拔一批敢
担当、重实干、善作为的“三农”干部，不
仅是全省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紧
迫的现实需要。

正如在首期培训班上，青海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讲话时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培养一批真正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生力军，在青海大地
上写好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带着这样的“初心”，青海乡村振兴
学院应运而生。

“创新是学院的亮点，也是办好培
训的关键。”青海乡村振兴学院常务副
院长洒威介绍，学院培训的主体对象是

“三农”领域的各级领导干部、村“两委”
干部、驻村干部和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负责人、基层农技人员等。为了能让培
训内容入脑入心，必须不断求突破、求
创新。学院自创立之初，就不断创新教
育方式、教学方法，力争“高开高走”，持
续发展，打造成为青海乡村振兴的亮点
品牌。 （下转第二版）

积 蓄 振 兴 动 能
——青海乡村振兴学院培训“三农”干部综述

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绚丽色彩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 新华社记者

“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
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
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深刻阐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
城秩序的杰作”等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的重要意义和时代内涵，为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注入
强大动力。

就在 7 月下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
国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提 名 项 目“ 北 京 中 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世界
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沙
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第二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

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9 项，居世
界前列。

“北京中轴线”是体现中华文明突
出特性的重要标识。包括天安门广场
及建筑群在内的全部 15 个遗产构成要
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哲
学思想在全球范围的重要价值，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世界
广泛认可。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