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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洋 对 乌 干 达 进 行 正 式 友 好 访 问

朗诵诗词、表演歌舞、包粽子、赛
龙舟……粽叶香飘四海，百舟竞渡风
流，浓浓的文化氛围“包裹”着每一颗
中国心。

又到一年端午时。作为中国首个
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
日，端午节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热情向往，越来越焕发出时代的“味
道”，彰显“文化范儿”。

“烈士的终点就是诗人的起点？
昔日你问天，今日我问河。而河不
答，只悲风吹来水面，悠悠而去依然
是汨罗。”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一场

“诗在民间端午诗会”正在进行，余光
中先生的诗作《汨罗江神》被深情诵
读，无尽的追思与仰慕化作坚定的信
念与决心，激起与会者强烈的精神
共鸣。

端午时节，中国诗歌之城宜昌，诗
歌吟诵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作为屈
原故里，诗歌文化在当地遍地绽放，诗
歌已成为这座古老浪漫城市的重要文
化标识，每年端午期间举办大小诗会
更成为当地一大文化传统。

“诗歌活动得到市民的充分认可
和热情参与，大家在琅琅读诗声中传
承着浓浓诗情。”宜昌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国斌介绍，今年举办的端午
文化节着力突出“端午品诗”和“诗意
宜昌”主题，紧扣屈原精神和诗歌元
素，将陆续举办“万人诵经典”“著名诗
人进学校进社会”“朗诵艺术大赛”等
多类诗歌主题活动，预计参与诗歌活
动的群众将达10万人以上。

端午小长假期间，武汉江滩大舞
台专门推出“我们的节日——端午”文
艺专场。根据屈原作品《橘颂》改编的
舞蹈，将屈原“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表
现得淋漓尽致，带领观众重温屈原刚
正不阿的精神品质。

从 2003 年开始举办的江滩大舞
台，是武汉市为丰富群众休闲生活，由
政府投资打造的一项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平均每年举办各类演出等文艺活
动100多场。今年端午节专场从6月
15日至18日，连续演出4场。

“端午节除了挂艾草、吃粽子等习俗
外，现在增加了一项内容：看表演。”在现
场看完整场演出的武汉市民刘启文说。

打糍粑、磨豆花、做香包、包粽
子……6 月 15 日，由重庆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渝北区委、区政府主

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街市”在渝
北龙兴古镇举行，传统民俗文化活
动接连上演，旨在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营造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浓厚氛围。

记者看到，现场活动分为民俗表
演、文化展示、民俗体验、互动娱乐 4
大类别，10多项活动同时进行。设置
古镇文化展板、端午文化展板、文明家
庭和道德模范事迹展板，介绍龙兴古
镇的概况及端午由来、端午人物和端
午习俗，宣传展示道德典型，传递爱国
爱家正能量，号召市民群众向榜样
学习。

“我们在室外看了划龙舟等表演，
后来又带孩子一起制作香包、包粽子，
让孩子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
16日一大早，在一家研究所工作的蔡
俊伟就和妻子带着孩子来到南京博物
院，参加“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
活动。

苏州评弹《白蛇传·端午》、徐州琴

书《白蛇传·水漫金山》、扬剧《白蛇
传》折子戏……端午小长假期间，南
京博物院洋溢着浓浓的端午氛围，
精彩的演出吸引了许多游客观看。

端午期间，江苏各地将举办丰
富多彩的活动。无锡将举办龙舟
赛、“保护·传承”非遗主题展览、“抹
不去的记忆”民风民俗类项目展示
等活动；泰州市将在姜堰溱湖风景
区举办端午龙舟赛。

近年来，江苏在重要传统节日
期间精心策划组织“我们的节日”
主题文化活动，包括节日民俗活
动、文化娱乐活动、体育健身活动
和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等，倡导积
极、健康、文明的过节方式，赋予传
统节日更多人文情怀和新时代文
明特色。

6 月 16 日，极具中华传统文化
魅力的第十届北京端午文化节暨北
京市第五届“非遗大观园”端午游园
会在北京延庆开幕。端午文化节期
间，延庆全区将成为端午大会场，赛

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挂艾草、演武
术、品花宴、宿花田、展非遗等众多传
统特色的活动轮番上演。

据了解，本届端午文化节以“休
闲延庆 多彩端午”为主题，持续至6
月 18 日。通过“迎世园·盼冬奥·过
端午·到延庆”等主题精选活动，为广
大市民和游客送上端午活动大餐，打
造端午全民联欢盛会。

毛猴制作技艺、北京绢花、绒布
唐工艺、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京作硬
木家具……与以往不同，今年的非
遗静态项目在室内展厅进行，近 50
项市级以上非遗项目，30 余项延庆
特色产品及首博文创产品，聚集于
此进行展示展卖，并为游客提供互
动体验。

一枝一叶“粽”关情。无论是吃粽
子、喝龙船茶，还是插艾草、赶诗会，传
承千年的端午习俗，早已存续于人心，
存续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综合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杨学聪和新华社记者报道）

赋予传统节日更多新时代文明特色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端午节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从国家防汛
抗旱总指挥部获悉：6月17日至22日，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南东部南部、
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及湖北等地将有一
次强降雨过程，降雨量一般为40至90
毫米，浙江西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和
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南中部、贵州南
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将有100至250毫
米，江西东北部、浙江中西部、安徽南部
等地局部降雨量将有 300 至 500 毫
米。受降雨影响，长江上游、中下游沿
江及鄱阳湖水系修水、饶河、信江，浙江
钱塘江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鄱
阳湖水系修水、信江、饶河等主要江河
及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
警以上洪水。

此次降雨过程正值端午假期前

后，人员流动性大。为此，国家防总、
水利部向浙江、安徽、福建等 12 个省

（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长江、淮
河、珠江、太湖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出
通知，要求高度重视本次强降雨防范
工作，提前安排部署，严格落实防汛责
任，强化应急值守，认真落实 24 小时
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水库、
水电站科学调度，强化险工险段和在
建工程安全度汛措施；扎实做好局地
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
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防范和中小水库
安全度汛等工作，提前转移安置危险
地区群众，特别是旅游景区、厂矿学
校等，确保不留空白、不漏一人，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
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

国家防总：

南方多地端午前后将迎强降雨
本报北京6月16日讯 记者齐

慧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6日，全
国铁路迎来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预
计发送旅客 13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7.3％，增开旅客列车569列，其中跨
铁路局中长途旅客列车 68 列，铁路
局管内旅客列车501列。

据了解，6月15日全国铁路共发
送旅客 1084 万人次，同比增加 48.9
万人次，增长4.7%，全国铁路运输平
稳有序。其中，北京局集团公司发送
旅客 110.1 万人次，同比增加 0.1 万
人次，增长0.1%；上海局集团公司发
送旅客 218.7 万人次，同比增加 6.1
万人次，增长2.9%；广州局集团公司
发送旅客 139.1 万人次，同比增加
6.1万人次，增长4.6%。

端午假期，各地铁路部门科学组
织运力，推出多种特色专列和服务措
施，努力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提
升旅客出行获得感。哈尔滨局集团公
司加开哈尔滨至北京、大连等方向15
对列车，开行哈尔滨至漠河的“龙江之
星”旅游观光专列；武汉局集团公司宜
昌东车站为方便旅客乘车到湖北秭归
体验“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在活动
现场成立服务队开展“浓情端午”助行
服务活动；上海局集团公司在徐州至
连云港东K8373次列车上，开展“浓情
端午，诗意旅行”火车诗会活动；成都
局集团公司在成都东开往上海D354
次等长途动车组上开展包粽子、绣香
囊、讲端午故事等活动，丰富旅途生
活，共庆端午佳节。

中国铁路总公司：

16日预计发送旅客1318万人次

新华社坎帕拉6月16日电 （记
者白洁 张改萍） 应乌干达政府邀
请，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13 日至 16 日
对乌干达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分别会
见总统穆塞韦尼、议长卡达加、副总统
塞坎迪，并同鲁贡达总理举行会谈。

会见穆塞韦尼时，汪洋转达了
习 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
愿。他说，习主席和总统阁下多次会
面并互致信函，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
指明了方向。欢迎总统阁下出席今年
9 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我作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首访乌干
达，是为了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促进中乌关系深入发展。汪洋表示，
当前，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两个一
百年”目标不懈奋斗。乌方正致力于

实现“2040 年远景规划”。中乌应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在中非合作论坛和

“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全面合作。中
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
赢的利益共同体。中方坚定支持包括
乌在内的非洲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

穆塞韦尼请汪洋转达对习主席的
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表示，乌中
传统友谊深厚。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在
乌反殖民和民族独立进程中始终同乌
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习主席提出中
非“十大合作计划”，为乌实现国家转
型和中长期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我对
乌中合作十分满意，期待同习主席在
北京峰会上共同规划非中关系美好未
来。会见后，汪洋与穆塞韦尼共同为
中交建公司承建的乌干达首条国家高

速公路通车剪彩。
同鲁贡达会谈时，汪洋表示，作为

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方高兴地
看到乌各项建设事业取得非凡成就，
是当之无愧的“非洲明珠”。中乌高层
交往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
理解和支持，中方乐见乌方在地区事
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乌各领域务实
合作势头强劲，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亮点不断。下一步双方应深化
在机场、公路、工业园区建设和农业等
领域的合作，引领两国关系向更宽领
域和更高水平发展。

鲁贡达表示，乌中关系友好强
劲。乌在同中方合作中获益良多，愿
继续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加快经济转
型和社会发展。

会见卡达加和塞坎迪时，汪洋表
示，中国全国政协愿同乌议会建立长
期联系，密切参政议政经验交流，鼓励
双方民间和地方开展友好往来，增进
两国人民友谊。对方高度评价中共十
八大以来中国各项事业取得的伟大成
就，赞赏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无私
帮助，愿同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不
断巩固乌中友谊的民意基础。汪洋还
同乌“抵运”总书记卢蒙巴就加强在减
贫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访问期间，汪洋看望慰问了中国
援乌医疗队，参观辽沈工业园和乌国
家通信骨干网运行维护中心合作项
目，并出席第二届乌干达龙舟赛开
幕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
参加上述活动。

在山东省青州市的青州古城景区，每天
都有一位身着红襟绿裤的“老奶奶”，在一张
红毯上又扑又跳，柔软的身段，轻盈的舞姿，
下腰、劈叉、倒立等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轻松
完成，赢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

记者仔细看才发现，这位翩翩起舞的“老
太太”竟然是位70多岁的老大爷，他就是“扑
蝴蝶”表演者李广武。“扑蝴蝶”是青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

青州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市，地处山
东半岛中部，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青州是古“九州”之一，历史悠
久，大文豪苏辙称其为“信美东方第一州”。
这里人文积淀深厚，地域文化特色鲜明，非物
质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近年来，为充分挖掘青州旅游资源，激发
非遗文化传承活力，青州市坚持非遗传承和
保护并重的原则，打造了多个文旅结合平台，
开创了非遗与旅游融合新模式。

青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马爱娟告诉记者，青州从 2012 年 5 月份开
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民间艺人
和非遗传承人开展扑蝴蝶、山东快书、抖空
竹、青州花毽、太极拳等非遗项目的展演和传
承活动，既依托古城丰富的旅游资源打响了
青州非遗知名度，又拉长了文化旅游产业链，
丰富了传承路径，提高了传承热情。

青州的文化传承形式还有很多，“农民画”
是其中一种。青州农民画是中国民间绘画的
典型代表之一，自萌芽至今已有千年历史，被
专家评价为“想象丰富、构图饱满、色彩鲜艳、
富有地方特色”。因其拙朴、原生态的艺术表
现形式，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广泛肯定，也受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青州更被称为“中国
农民画之乡”。目前，青州市农民画从业者达3
万余人，年创作农民画已达50万幅。

中国美术书法家（青州）创作服务中心展
览部主任宋晓介绍，近年来青州以“农民画+
旅游”“农民画+电商”“农民画+衍生品”等方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在
中国青州农民画画院，绘有农民画的丝巾、抱枕、茶具、手提包等文创产
品一应俱全，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与电商结合的方式更可以使全省
乃至全国的顾客领略到农民画的淳朴自然之美。

如果说青州古城、青州农民画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青州市博物馆
则将历史文化的遗迹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青州市博物馆是中国唯
一一座县级国家一级博物馆，有着青州简史陈列厅、陶瓷陈列厅等多个
陈列厅。这里的馆藏文物多达3万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就有1000
多件。身处青州市博物馆，仿佛踏入一条时光隧道，领略青州历史的厚
重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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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6月16日，北京市延庆区夏都公园，各支龙舟大
赛代表队在比赛中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在第十届北京端
午文化节期间，延庆区开展赛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挂艾
草、展非遗等众多传统特色活动。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右图 6月14日，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西郊街道景航
社区举办“粽叶飘香迎端午 幸福和谐邻里情”活动，齐包爱
心粽，慰问困难居民，让整个社区洋溢在幸福的海洋里。

许荣崽摄

（上接第一版）
潘利兵表示，当前要积极打造各类园区和基地等农村创业创新的

主战场，跟踪已经发布的1096家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运行情
况，加快支持建设一批区域特色比较明显、科技创新条件比较好的园区
基地。在此基础上，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支持发展乡土产业、养生
养老以及农村服务业。

完善机制带融合

据统计，中央财政近年来安排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资金52亿元，
支持让农民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的经营主体；安排产地初加工资金45
亿元，补助农户和合作社建设初加工设施12万余座；同时，农业农村部协
调农发行、农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产业融合的信贷支持。据测算，农村
产业融合使订单生产农户的比例达到45%，经营收入增加了67%。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正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农民就业增
收开辟新渠道。不过，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部分地方对产业
融合认识还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有些地方融合发展水平不高，产加
销脱节或衔接不紧密，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不充分；企业和农民的
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完善，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还不够。

如何更好扶持农村产业融合？宗锦耀表示，要大力推进利益联结
机制创新，让受益者不仅是“老板”，更要有“老乡”。应坚持“基在农业、
惠在农村、利在农民”原则，以农民合理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为核心，延
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增强产加销的互联互通，形成多业
态打造、多主体参与、多机制联结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上接第一版）
“现如今日子是越过越美了！从吃得饱、吃得好到家家有积蓄。娃

子有学念有书读还不算，听娃子回来讲，他们闽宁中学的教室里满屋子
都是电脑，气派极了！”原隆村村民罗伟平告诉记者。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如何让来自西海固移民的孩子享
受到一流的信息技术教育？闽宁中学校长王世德说：“随着自治区加快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今我们正在着力实践‘三通’发展理念，即宽带校
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空间人人通。”

教师妥建民介绍，除了正常的九年制远程互动教学内容，学校还加
大力度开展与福州一中和银川九中的远程互动教学。

来自福宁村的初二（三）班学生虎仁告诉记者：“那天上远程互动教
学课，通过远程视频听了一节由福州一中老师讲的语文课，真是太棒
了，我受益匪浅。”

“教育是获取知识、促进起点公平的关键。信息化服务的普及，不
仅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开眼界、放飞梦想，也是让他们有机会分享优质
教育资源的最佳途径。”银川市教育局局长王亚斌说。

信息化手段孕育新业态

几年前，宁夏被视为互联网经济的荒漠。谁也想不到，自从有了
IBI，5年不到的时间，这里移动终端发生了“裂变”，鼠标点活新经济。

什么是IBI？“它是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三个词的英文首
字母缩写。2013年，银川成立了IBI育成中心，一批双创企业实现了对
传统产业的再造，借助互联网衍生出新业态。”银川市副市长、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高言杰说。

“全新的业态，必须有全新的体制机制相匹配。”国内首家拥有自主
研发智能矿山识别技术的宁夏广天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铮
说：“IBI育成中心只有符合发展业态的企业才能入驻，进来不容易，进
来的企业更不愿意出去。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管理机制越来越适合双
创型中小企业发展。2013年，我们企业刚起步，这里免房租三年；2015
年，企业缺资金，这里协调抵押贷款400万元；2016年我们有专利了，
这里一步到位兑现奖金21万元；企业需要大型实验室，这里建好免费
提供……IBI育成中心既能为我们雪中送炭，也能锦上添花。”

刚刚被国家部委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智慧宫文化产
业集团办公室主任马亮告诉记者：“IBI最直观的运行机制就是为双创
企业‘量身定制’服务‘软件’。智慧宫是文化输出型企业，这里组织了
专门的策划团队，对线上线下对外宣传怎么运作、什么时机运作，都进
行了全方位的考量和策划。这几年智慧宫集团实现了高速发展，是与
IBI系列宣传策划分不开的。”

网络添双翅 信息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