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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文化，究
竟意味着什么？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
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
现。”

早在 20 多年前，习近平在浙江
对文化就有着深刻的思考与实践。

2005 年 7 月 28、29 日，浙江省
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召开，时任省委书
记习近平作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中
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
决定》，部署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八
项工程”。

20 年来，从良渚遗址五千多年
前“文明曙光”的唤醒，到“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千年文脉的传续；从西
湖、运河等文化遗产绽放新韵，到文
化事业、文化产业谱写新篇……“八
项工程”，在之江大地青山绿水间，
激荡起“郁郁乎文哉”的盛大气象。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
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
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泱泱中华，长河浩荡，思想激荡
令中华文明绽放异彩，文化之魂为民
族复兴筑基聚力。

从繁花盛开的春天，到绿荫遍野
的夏日，我们瞻南湖红船，寻良渚古
迹，登黄帝祠宇，访南孔圣地，走古
城老街，进企业乡村……循迹溯源，

感悟伟大思想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
强大精神力量、博大文化情怀……

“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
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绍兴，一城古迹古韵，千年文献
之堂。仓桥直街，烟火人家，越音袅
袅，客流如潮。

20 多年前，就是在这里，人们
对古街民居是拆是留举棋不定：是拆

“古”建“新”，还是“原汁原味”地
保护？

那时的浙江，正处于城市化改造
和城镇化发展的爆发期，不少地方有
着商业开发的冲动，位置优越的古城
古街区自然是关注的对象。

2003年1月，瑞雪初霁。履新浙
江3个月的习近平来到这里，踏着湿
滑的石板路，听着老台门里抑扬顿挫
的绍兴乡音，兴致很高。

“保留老街原貌，我们要不要坚
持？”时任绍兴市城建委主任钟华华
陪同调研，一见面便说出了心中的困
惑。

“ 一 定 要 原 汁 原 味 地 保 护 ！”
习近平肯定地回答，随口吟诵唐朝诗
人贺知章写就的《回乡偶书》：“少小
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他对钟华华说：“你们这样做
了，我们今天才能听得到乡音，记得
住乡愁，联想起贺知章写下的诗句。”

客从何处来，乡音寄乡愁。无论

到哪里去，有老屋如故，有乡音无改，
便不会如无根浮萍。

习近平嘱咐当地干部，保护工作要
注重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和生
活的延续性。

这三条原则，贯穿于绍兴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工作。仓桥直街最终有840多
户老居民留居老屋、43 座老台门得以
保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
遗产活生生的展示地”。

这三条原则，更为浙江各地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指明道路。截至 2024 年
底，浙江拥有历史文化名城 20 座、名
镇 94 个、名村 218 个、历史文化街区
107 片，不可移动文物 73943 处，历史
建筑11126幢，各类文化遗产总量位居
全国前列。

“原汁原味地保护”，赓续历史文
脉，解决了从哪里来的问题。而在时代
浪潮中，浙江要向何处去呢？

21 世纪初，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
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
最强的省份之一，同时面临“先天不
足”与“成长的烦恼”交织的困境。

山越高越难爬。干在实处怎么干？
走在前列怎么走？

说起文化的人并不多。“工业讲一
天、农业一支烟，讲到文教卫、一讲就
散会”，这是当时浙江不少地方的情况。

习近平洞若烛照。
他总结浙江过去成绩：“浙江在没

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
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
市场经济的要求。”

他分析浙江未来发展：“今后一个
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
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
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
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
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
度。”

习近平首先将目光落在满足人民群
众的文化需求上，他提出要“把最美好
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杭州，南山路。浙江美术馆，依山
向湖，错落有致。波浪形态的建筑与西
湖相得益彰。行人走过，像是走在江南
水墨里。它是如何落墨的？

2003年1月31日，习近平到浙江工
作后的第一个除夕。细雨蒙蒙，寒气逼
人。他撑着雨伞，带着一行人沿南山路
踏勘。

有人说：“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浙
江。”好几代人梦想在浙江建一座一流
的综合性美术馆。习近平一到浙江，就
把这项工作提上日程。

实地踏勘后，杭州柳莺宾馆一间会
议室里，争论几近白热化——

有人主张美术馆建在西湖边，南山
路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周边有中国美术
学院、雷峰塔等呼应，文化氛围浓厚；

有人说，西湖边寸土寸金，美术馆
占地面积大，要配套绿地和停车场，还
涉及搬迁难题，这笔账不划算……

算经济效益，还是要社会效益？
（下转第二版）

文 化 是 灵 魂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上）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多
维
度
发
力
做
实
做
细
助
就
业
工
作

让
就
业
服
务
更
优
质
更
暖
心

本报讯（通讯员 黎鉴远 记者 刘盾）
“最近，学校安装了AI面试亭，我们正在动员
更多同学使用。”近日，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职业发展委员”李欣泽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实现就业信息和
服务更加精准高效地触达“最后一公里”，延
伸到每个学子身边，华南理工大学在796个班
级，选配了“职业发展委员”。作为华南理工
大学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小助手”，“职业
发展委员”在政策宣传、活动组织、课程协
助、服务推广、需求调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华南理工大学还引入企业资源，建立“美
的工作室”等平台。很多知名企业成为学校高
质量就业的“强外援”。同时，学校坚持以赛
促练，提升学生职业能力。近年来，华南理工
大学校院两级年均举办“职业启航月”“青春
逐梦职场月”等近 200 场品牌活动，推出求
职、升学等四大专项训练营，覆盖6万人次，
学生在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斩获1金3银
2铜。

“我校将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一号民生
工程’‘一把手工程’，通过强保障、赋能力、
拓岗位的系列举措，把增量政策举措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章熙春表示，如今学校毕业生就业继续呈现落
实率高、就业质量高、满意度高的“三高”态
势，就业服务工作质量更高、温度更暖、成色
更足。

为努力打造一支懂行、专业的师资队伍，
助力学生点亮职业发展前路，华南理工大学打
出一套“组合拳”：“就业指导研习营”邀请资
深专家传经送宝；“辅导员暑期赴企业挂职锻
炼”则将教师推向一线，感知就业市场的脉
搏。

为帮助更多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炼铁成
钢”，华南理工大学大力推动“笃行计划”等社会实践活动。学校建筑学
院学生石璨就是受益者之一，她此刻正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文旅局实习，
参与文物保护相关工作。

“这是我第二年参加‘笃行计划’了。”参加“笃行计划”让石璨在真实
的工作环境中，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特长，锻炼沟通协调等能力。

如何在就业工作中更好体现服务强国建设的鲜明导向？“我校通过配
套设立‘笃行奖’，成立基层工作服务协会等一系列举措，畅通学生‘选
拔—培养—输送—成长’的良性循环。”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唐洪武介绍，
学校大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创新构建多维度培养体系。学校
通过“价值引领—能力锻造—实践养成—跟踪培育”的全链条支撑，教育
和引导学生“饮华工一滴水，献祖国一生情”，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青春力量。

云南玉溪多措并举做好暑期防溺水工作

压实责任链 织密安全网
本报讯 （记者 房子芯）“老

李，你孙子放假要看紧点儿，记准那
‘六不准’‘四知’，这池塘沟渠看着
平平静静的，底下可深着呢……”暑
期来临，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梅营社
区 11 组党支部书记、组长、网格长
徐涛走在田间地头，反复提醒村民。

炎炎夏日，玉溪聚焦暑期安全工
作，持续拧紧防溺水发条，用机制压
实一条条防溺水责任链，用行动织密
一张张防溺水安全网。

玉溪因水得名，当地 2971 处水
域星罗棋布，水文环境复杂。“为织
密防溺水安全网，玉溪市压实各县
（市、区） 党委、政府，政法委、教
体、公安、水利等部门的职能职责，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要求，
将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纳入9项专项
行动统筹推进。”玉溪市教体局总督
学黄云鹏说。

据 介 绍 ， 玉 溪 市 已 构 建 “ 县
（市、区）、乡镇 （街道）、村 （社
区）、家长”和“教体局、学校、班
主任、党员、家长”的“双线”防溺
水工作机制，层层压实防溺水责任。
同时，学校严格落实“1530”安全教
育机制（每日放学前1分钟、每周放
学前 5 分钟、节假日放假前 30 分
钟），利用主题班会、情景模拟等形
式，强化学生防溺水意识，提升自救
技巧。班主任建立重点学生台账，对
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一人一策”精

准管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梅营社区将

辖区划分为 15 个网格并配备专职网格
员，打造“街道党工委书记—站所长—
社区书记—网格员”四级纵向责任链条；
建立“横向到边”防溺水网格管控机制，

“网格长”既对网格内库坝、池塘等负责，
担当危险点位的“点长”，又对网格内
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工作负责。

“社区在防溺水工作上分配得很
细。我们与社区能形成合力，做好防溺
水工作。”梅营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李晓
芬说。

在防溺水工作中，基层治理作为最
前沿，如何利用“人熟、地熟、情况
熟”的优势？“现在向大家展示的地

图，就是我们辖区的野外水域图，我们
用红、黄、蓝三色标记，分别代表高、
中、低风险点，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

‘不放心的点位’在哪里。召开村民大
会时，我们会邀请村民也来看一看，哪
些地方有危险、哪些区域要留神。”梅
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柳华富
说。

如果说“网格化管理”是家门口的
守护，那么学校“1530”防溺水教育机
制就是身边的叮咛。近日，玉溪第一小
学的操场上，一盆盆清水有序摆放在地
面上，学校正组织学生进行防溺水“脸盆
憋气”体验活动。在指导教师看护下，学
生们轮流深吸一口气，缓缓将口、鼻、
眼没入水中。

“太难受了，溺水时简直呼吸不上
来！”“野外的水就更危险了。”学生们
纷纷感叹。随后，教师详解“两会”

“四知”等防溺水技巧，学生们听得全
神贯注。“孩子在学校体验了‘脸盆憋
气’后，回家会主动背防溺水知识，还
提醒我们记住‘六不准’。学校的安全
教育用心了！”玉溪第一小学学生家长
李旭东说。

暑期安全万里行

7月26日，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
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本届大
会以“智能时代 同球共济”为主题，包括会
议论坛、展览展示、赛事评奖、应用体验、创
新孵化等五大板块。

感受科技魅力感受科技魅力

▲7月26日，小朋友在与机器人进行游戏互动。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7月27日，机器狗及机器人在进行舞蹈表演，吸引参观者驻足。 新华社记者 陈浩明 摄

8亩校园的球场“突围”

通讯员 钟兴茂 本报记者 葛仁鑫

“总比分领先 14 分，夺冠！”
日前，来自四川广安邻水县第二小
学（以下简称邻水二小）的女子篮
球队，在四川省第五届“贡嘎杯”
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小学女子篮球
组总决赛上获得冠军，代表广安市
取得参与该项赛事以来的最佳成
绩。

这支冠军队伍来自一个占地面
积仅8亩的老城区学校。邻水二小
背靠玉屏山，其余三面则被鳞次栉
比的老式居民楼“包围”，“缝隙”
中的操场仅有 2 个标准篮球场大
小。

这样一所“场地受限”的学校
是如何培养出冠军队伍的呢？时间
回溯到 2021 年，当邻水二小决定
开展篮球特色教育时，许多教师非
常担忧，“还是再考虑考虑吧，或
许有更好的项目。”“学校目前经费
困难，是不是可以缓缓？”……

当年9月的家长会上，邻水二
小党支部书记、校长陈春梅拿着学
校历时几个月构建的“1435”篮球
特色课程框架，把为什么开展、怎
样开展篮球特色教育、篮球特色教
育对学生成长的好处，掰开揉碎了
和教师家长交流。她介绍：“学校
在篮球和田径上有一定基础，但我
们办学场地受限且无法向外扩展，
篮球是最佳选择。”

家长会后，邻水二小的篮球
“突围”正式开启。

“突围”从横向、纵向两个维

度进行。横向实行全员篮球，达到
“人人会篮球，天天打篮球”的普及
目标；纵向培养篮球竞技人才，提高
篮球队员的运动水平，擦亮特色教育
品牌。无论哪个维度，师资和场地都
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当时，邻水二小的8名体育教师
中，仅有2人具备篮球专业背景。“刚
开始训练时，我们连基本的战术板都
画不出来。”学校体育教师张燕坦言。
为解决这一问题，学校成立“校中
校”教师发展中心，对非篮球专业教
师进行转岗培训。

2023 年，邻水县教育科技和体
育局将有着 10 余年专业球队教练经
验的甘小庆选派到邻水二小任教，担
任篮球校队主教练，并与重庆工商大
学签订合作协议，明确由重庆工商大
学选派体育专业教授、研究生到该校
指导篮球训练。由此，邻水二小构建
起了“专业教练+校外辅导员+高校
专家”的师资网络。

场地不足，邻水二小学生平时上
课和校队训练、社团活动就以打半场
的形式进行。下雨天，校队则在教学
楼廊道进行体能训练，或到邻近的兄
弟学校共用场地，与兄弟学校的学生
开展对抗训练。

如今，邻水二小创编出“童心舞
动”大课间篮球操、校园歌曲 《篮
球，一起来》，开设校本课程“快乐
篮球，幸福成长”。同时，学校坚持
每天一次大课间篮球操、每周一节篮
球课、每学期一次班级篮球联赛、每
年一次篮球文化节，实现人人会篮
球。

一线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