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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屏南县厦地古村保护团队森克义社负责人文嘉琳：“自己动手、修复古
村成了村民最初的‘审美实践’，古民居在遗产修缮复原、统筹规划后，更多的审
美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就会释放出来。”

晨晓之时，青砖黛瓦古香古韵；华
灯初上，炊烟袅袅温暖人心。传统村
落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我
国厚重历史文化的有形载体，是文化
之脉、自然之体、生态之基、历史之源，
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
美学价值。

特色的农事节气、各有特点的宅
院民居、自然朴实的农业景观、耕读

传家的祖传家训、邻里守望的乡风民
俗……这些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都汇
聚在传统村落里，养育了一代代人，也
塑造了他们的审美情趣。

保护传统村落最好的方式，就是
延续居住使用，挖掘一村一韵的美学
价值，保留其本身的特色，微提升、精
改造，将传统村落保护与现代生活相
融合，让心有所向、行有所归。

在砖瓦草木间发现美、享受美

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江西省上饶市婺源
县秋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在村民热烈的掌声中，总书记亲切地
说：“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我很关注乡村振兴。希望你们保护好自然生态，把传统村落
风貌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把乡村建
设得更美丽，让日子越过越开心、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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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镇杨树林子村药农陈英：“当前是发展中药材的好机
会，我要抓住机遇，利用中药材奇花异草的特性，打造一个集药田观光、采摘体
验、苗药科普、休闲康养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农旅融合示范园。”

2021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
墓祠纪念地医圣祠。他强调，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积
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
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推动中西医药相互
补充、协调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

中医药的历史就是一部守正创新的
历史。正是因为其在历史发展中始终保
持以中医为主导，在尊重和遵守中医药
学思维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兼容并蓄、创
新开放，中医药才真正实现了对现代医
学的丰富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同样
需要守正创新。既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和源、根和魂，不能把老祖宗的好东
西弄丢了，也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将传
统与现代结合，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也需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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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
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从
先秦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到“书同
文，车同轨”，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无
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始终是一个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风雨同舟，万壑归流，“五十六族兄
弟姐妹是一家”。在漫长的融合发展
中，各民族的优秀品质凝聚为中华民族
的特质与禀赋。我们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身体里跳动着
同一颗中国心。

五十六个民族，一颗中国心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河南街道马鞍山村村民张国利：“我们家有蒙古族、
满族、汉族三个民族，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总书记称赞我们家没有民族差
异，其乐融融，是一个民族团结之家。现在这个民族团结之家在我心中分量是
最重的。”

2022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物馆。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
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
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
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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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归乡”
是万千游子经年的渴盼。悠悠乡愁，动
人心弦。数千年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
人独特的集体记忆，乡村是亿万中国人
共同的故乡，不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无
法拒绝血脉中对乡土的渴望。

记得住乡愁，要守护中华文明的根

脉，厚植中华民族的历史底蕴。要在城
镇化的进程中为记忆留一片故土，既要
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
湖、少拆房，也要在乡村建设中融入现代
元素，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在新时代，乡
愁也有了新内涵。

乡村建设要记住乡愁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
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省大理市湾桥镇
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家。房子雕梁画栋，院落干净整洁，植物生机
勃勃，看到一家七口“四代同堂”，他十分高兴。总书记说：“这里
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
乡愁。”

山东省淄博市镇门峪村村民郑春：“现在我们村成了传统村落，不仅老房子
都得到了保护，水、电、网络、交通也越来越方便了。来旅游的人多了，生意也好
做，我家的小米不用出村就都卖光了。除了卖土特产，旅游观光的游客还带火
了民宿、饭庄的生意，村民的腰包真正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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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中国式的，中
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样要走中国式路
径。何谓“中国式”？波澜壮阔的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给我们以答案。理解了
中华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时代意涵，

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的底色、特色，
厚植“中国式”的成色、亮色。

旧邦新命，薪火相传，我们在古老
文明中读懂“中国式”的来时之路，也在
文明更新中看到“中国式”的前行方向。

在古老文明中读懂“中国式”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
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
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2021年3月22日，福建武夷山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总书记表示，我们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
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安徽省铜陵市创业青年程陵：“我的妻子本身就是非遗传承人，面对古法种
姜、制姜非遗文化的断层以及失传，我们决定返乡创业。我们的团队之前都是从
事不同行业的‘90后’，我觉得正是创新思维以及跨界思维，让传统文化有了更多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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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榆林小曲代表性传承人王青：“现在我们练习和展
演榆林小曲的场所越来越多了，很多榆林小曲爱好者都会来到传习所交流学习，一
些市民和游客路过也会进来观看。”

2023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古城，走进有2500
多年历史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在街边一家商铺内，总书记见到
了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看着心静如水地飞针走线，听闻四
代人传承的故事，总书记十分感慨：“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
通过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
的韧性、耐心和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唯一
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历经 5000 多
年，漫长而壮阔，丰富而深刻，历久而
弥坚。

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都是一
滴水，经历过严峻考验，却能穿越曲
折、衰而复振、蹶而复起，最终汇成中
华民族的大江大河。中国人血液里不
变的根、本、魂，流贯的意、韵、脉，传承

的精、气、神，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关键所在。

积跬步以至千里。千年时光孕育
出的千年古树、千年古村、千年古韵，在
一句句叮嘱、一条条家训、一本本村规、
一张张蓝图和一代代人努力中传承下
来，成为宝贵而灿烂的文化遗产。绵绵
用力，久久为功，这份韧性、耐心和定
力，也必将使文明之花永恒绽放。

传承让中华文化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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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双江县勐库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俸明祥：“像我们傣族村寨里面都有榕
树，大榕树成片的树林都会保留，这是一种对自然的尊崇，还有敬畏。你有敬畏之
心就不会去搞破坏。”

2022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平遥古城，自迎薰门步
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全貌，在平遥县署了解古城历史沿革……
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
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
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
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翠云廊不是一天植成的，靠的是时
间的力量，靠的是人民的力量。“三个敬
畏”里镌刻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敬畏
历史，便要有大历史观，尊重历史、留住
底蕴；敬畏文化，便要看到文化的价值，
将之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敬畏生
态，便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人民成为

好生态的保护者和受益者。
实现美好蓝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要将历史、文化、生态的资源优
势，有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长久财富，
就不能搞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要多
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长远、惠及子孙
的事情。

敬畏之心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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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以文化人 立心铸魂立心铸魂
——沿着足迹感悟大国领袖农耕文化情结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又是一年春节至。年，是全民的盛典，是团圆的代名词。其实不只是春节，中国的传统节日似乎总离不开团圆与归乡，无论身

在世界哪个角落，“寻根”是炎黄子孙不解的情愫。泱泱中华，古老文明绵长而璀璨，中华儿女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来自于此，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也蕴藏其中。

溯中华文脉，方知何以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农耕文

明的传承发展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古生村里话乡愁，马庄村里

显精神，医圣祠内谈创新，平遥古城讲敬畏，朱熹园中辨方向，石门村上说审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文化遗产、

探寻文明根脉，一串串足迹中，农耕文化传承发展提升的思想脉络也愈发清晰。

斗转星移，文明古国站上新的历史坐标。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图景中，在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引领下的乡村更加令人心驰

神往，古老农耕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滋养同样动人心弦。

岁序更迭，辉光日新，癸卯兔年跃然而去，甲辰龙年蓄势腾飞，东方巨龙于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汲取浩瀚力量，万里奔涌的中华农

耕文明在大国领袖的关切中生生不息。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涵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
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江苏省徐州市贾汪
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文化礼堂。总书记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
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农民合唱团成员王付花：“白天我一个
人要种20亩玉米，晚上再累我都会来到合唱团学习。以前家里生活条件差，没有这
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党的好政策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赶上了好时代。”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要让乡亲们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这红火的日子里，既
包括越来越鼓的腰包，也应有日益富足
的精神生活。

从“村BA”到村超再到乡村音乐节，
过去一年，各种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文

化活动精彩纷呈，为世界打开了一扇观
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窗口。我们与老
乡们一起沉浸其中，感受乡村的热烈真
诚与蓬勃生机，看到新时代中国农民的
精气神。而这精气神里，蕴藏着乡村全
面振兴的力量，刻画着乡村未来的模样。

在老乡精气神里看到乡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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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酷娱创始人李炜：“这些年来，传媒行业、内容行业、文创行业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总书记对我们这样的内容创业者提出了殷切希望，我们必须大力结合
新技术来讲好中国故事。”

《山海情》的故事动人心弦，不仅在
国内好评如潮，还走出国门，“向幸福移
民”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共鸣；乌兰牧骑
数十年如一日，活跃在草原农舍和蒙古
包之间，成为一面不倒的“红旗”，蜚声
中外……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
和发展道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地
走入人心、走向世界。

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面对复杂
形势，文化产业在面向日益多元的个性化
需求的同时，需旗帜鲜明筑牢底线，注重
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不被市场
牵着鼻子走，文化产业才能实现“长红”。

导向比任何利益都重要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长沙市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考察。离开园区时，总书记强调：“文化产业既有
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刚
才我看到你们墙上挂着一幅字‘导向金不换’，也可以引用来说明
这样一个道理。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确保
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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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由赵宇恒 王岩整理、撰写 绘图：刘念 吴霞 今心 黄小婷

中华文明五千年，追本溯源，是从
农耕文明里“长”出来的。正月初一摸
牛角，飞上太空去种菜，因时而动、因
地制宜，耕读传家、守望相助……农耕
文明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
中，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
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

精神追求。
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

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时至今日，农耕
文明依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守
护好农耕文明，就是在守护华夏历史文
明的根脉，传承赓续中华文明。千年文
脉绵延不绝，灿烂文明历久弥新。

保护好中华文明的根脉

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
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

2023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广东省茂名市柏桥村
一个荔枝园，古木新树交杂，总书记不时驻足凝视：“1000多年前
的树能保存到现在。说明这里荔枝种植有文化底蕴、有历史传
承，也说明柏桥人对生态环境、荔枝产业的保护意识很强，使千年
古树至今仍能造福于民。”

作家周华诚：“我们有两块水稻田，一块在地上，一块在人的心里；我们在土
地上种的是粮食，在心里种的是文化。这种文化是来自传统农耕文化的重新表
达和重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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