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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灌阳县文物所展陈室，一床微黄
中已经泛黑的棉被见证了红军长征抢渡灌江
这段历史。放在棉被上的一张纸条上写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末，红军经过水车，翟顺
修帮助红军架浮桥，分别时红军送给翟顺修
的棉被……”

灌阳地处广西东北角，东接湖南道县，东
部山区都庞岭北部有雷口关、永安关、高木关
和清水关四关，自古便是湘、桂两省区的重要
通道。1934年11月25日，红军在突破敌人第
三道封锁线后，由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灌
阳。红军进入灌阳后，先后在文市、水车等地
架设桥梁，准备抢渡灌江，当地群众纷纷自发
前来帮忙。

当时，农历小雪节气刚过，江水冰冷刺骨。
灌阳水车乡村民翟顺修约上村里几十个青壮年
村民一起，跳进了灌江，给红军架桥打桩设墩。
木料用完了，他们就把家里的门板拆了、窗户卸
了，扛来了床架、桌凳当架桥木料。

在架桥时，遭遇敌人飞机轮番轰炸，不断有
红军战士倒下。翟顺修与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与
红军一起在江中打桩。他们一次次被水浪推
倒，又一次次爬了起来。

红军过桥时，桥墩被炸断了，一时无法固
定，为了不耽误红军过江，翟顺修二话不说用肩
膀扛起了桥板，让红军踩着过江。

7月6日，灌阳县原史志办主任文东柏给记者
还原了翟顺修曾口述的这段历史背后故事——

1934年11月25日，翟顺修刚满两岁的孩
子发着高烧。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来到他家，
看见孩子生病，就带了一个年龄在50岁上下的
军医来给孩子看病，并留下了3包药，叮嘱翟顺
修给孩子喂药的方法。

第二天早晨，军医又来给孩子复诊，见孩子
好一些了，又开了一个药方，让他直接到红军司
药（管药的战士）那里去拿药。翟顺修说自己没
有钱，买不起药。医生回答说：“红军为老百姓
治病，不要钱。”

吃了药后，孩子的病逐渐好了起来。翟顺修一家人很开心，翟顺修夫妇
俩拾了6个鸡蛋、8个柑子，用篮子装好，里面还放了40个铜板，上面盖上红
纸，拿去送给那位医生。医生却连连摆手：“红军帮穷人治病，不要老百姓的
东西，你快拿回去，我们今天就要走了。”医生笑眯眯地拍拍翟顺修的肩膀，
把他推了回去。

“红军这样好，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他们。当时，我看到很多红军扛着木
头往江边走，一打听，原来是红军准备架桥过江。”翟顺修说，为了报答红军
恩情，他急忙跑回家，把家里的大桌子、门板都扛了出来，给红军架桥。他见
江水又急又深，江水中心的桥架子难以固定，就脱掉衣服，走到江心和红军
一起打桩。

为了感谢翟顺修的帮助，红军临走前送给他一床棉被。尽管是一床旧
棉被，但翟顺修一直很珍惜，在家里珍藏了40多年后，1977年，他把棉被捐
献给了灌阳县文化馆。

如今，这床珍贵的棉被陈列在灌阳县文物所展陈室最显眼的位置。岁月
流逝，红军长征路上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故事，将和这床旧棉被一起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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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7月6日电 （记
者马云飞 夏军） 作为“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
路”主题采访配合活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近日在红军长征中“湘江战
役”发生地兴安县开展文化文艺慰
问活动。

总台组织节目主持人、深受观
众喜爱的青年歌手和影视演员以及
文艺创作工作者用小分队慰问演出
的方式，深入纪念碑园、乡村、纪念
馆、战役旧址、小学等地慰问党员干
部群众，受到热烈欢迎。

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
碑园里，大合唱、情景表演、红色
历史讲述、歌曲献唱，激励现场所
有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家感
受着薪火相传的长征精神；在外形
酷似红军帽的湘江战役纪念馆中，
革命老歌和诗词朗诵让大家真切感

受到伟大长征的艰辛与光辉；在湘
江战役界首渡江码头，慰问演出小
分队带人们重温了那段惊心动魄的
红色历史，听当地的老人讲红色故
事，共唱革命歌曲；小分队在华江
瑶族乡中心小学开展了一堂特别的

“红色教育”主题班会，和学生们
一起分享长征故事，发扬长征
精神。

参加本次慰问活动的演员和主
持人表示，通过这次再走长征路，认
识到伟大长征和革命事业胜利的艰
辛与不易，正是有了革命先辈们的
牺牲与贡献，才有了今日人民幸福
美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
自己的长征路，不论是人生的道路，
还是建设祖国的道路，只有将长征
精神深植于心中，秉持着责任与信
念，才能创作出有情感、有温度、有
灵魂的文艺作品。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在
广西兴安开展文化慰问

2010 年，考古学家在莫角山
东坡发现一处因粮仓失火形成的
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坑，据测算，堆
积的炭化稻米总量约2.6万斤。后
又在池中寺台地，发现有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的废弃炭化稻米堆

积，初步测算炭化稻米总量是莫角
山东坡堆积坑的十倍，这意味着良
渚时期，稻作农业已经达到了相当
高的水平。

除了发展稻作，良渚先民还养殖
栽培，渔猎采集。良渚先民以稻米为

主食，以猪、鹿为主要肉食，以鱼、螺
蛳、蛤蜊等为水鲜，以甜瓜、菱角、葫
芦等作为果蔬，饮食结构丰富多样。

文/新 华 社 记 者 段 菁 菁
冯 源

（据新华社杭州7月6日电）

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
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
过将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增
至55处。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
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
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
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
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此外，城址的格局与功能性分
区，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台地上的
居住遗址分布特征，都高度体现了
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良渚古城
遗址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石器晚
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社
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
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据，同时揭示了
从小规模新石器时代社会向具有等
级制度、礼仪制度和玉器制作工艺
的大型综合政治单元的过渡，代表
了中国在 5000 多年前伟大史前稻
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早期城市
文明代表。遗址真实地展现了新石
器时代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发展程
度，揭示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新石
器时期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
符 合 世 界 遗 产 真 实 性 和 完 整 性
要求。

专家表示，良渚古城遗址将中
国新石器时代这一被远远低估的时
代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诉说着
来自5000年前的文明，这不止改写
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源头圣地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该遗址规模宏大、遗存类
型复杂、内涵丰富，其遗产的整体价
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
地（含祭坛）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
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

其中，城址区由宫殿区、内城与

外城组成，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向
心式三重结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
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
行社会等级“秩序”建设、凸显权力
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显然，良
渚先民在规划修筑古城时，对内城
外城、城内城外都进行过统一的布
局和精心的规划。

“外围水利系统尤其令人惊
叹！”张俊杰介绍，外围水利系统由
11条人工坝体与天然山体、溢洪道
构成。初步估算，整个水利系统形成
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水库，库容量
超过4600万立方米，是中国迄今发
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
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
统之一。

玉器文明是良渚文明的又一重
要特征。良渚玉器类型丰富、制作精
良，达到了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高
峰。内圆外方的玉琮是最具代表性、
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强的玉器，蕴
涵着“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玉
器上的神人兽面像，是良渚王国先
民共同崇拜的最高乃至唯一的神
祇，反映了当时长江下游环太湖流
域的这一区域性国家存在着高度一
致的统一信仰。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证明良
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国家文明
阶段。”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
为，从其修筑古城的工程量、精美的
玉器制品以及发达的宗教信仰等方

面看，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已完全
可以和古埃及文明相媲美。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
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
曾表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
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
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
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如果
放在世界的框架上来看，良渚把中
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
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同样的程
度，几乎是同时的。”

发掘脉络

1936 年，余杭良渚镇，浙江西
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带着一队人勘察
10余处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
遗址，并出版了《良渚》一书。1959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
长的夏鼐命名这一新石器文化为

“良渚文化”。
1986年起，“反山遗址”“瑶山遗

址”“汇观山遗址”和“莫角山遗址”相
继被发现。2007 年，良渚古城的发
现，将散落的遗址点串珠成链。2015
年，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

为了能更好地保护良渚遗址、
传承历史文脉，向世界展示中华文
明的辉煌，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良
渚申遗就逐步提上日程。

1994 年，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
局推荐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
录》预备清单；2000年，浙江省成立
申遗领导小组推动良渚申遗工作；

2017年，良渚古城遗址明确申遗范
围为“良渚古城+瑶山遗址+良渚古
城外围水利系统”；2018 年 1 月，中
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
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 2019
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直到如
今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良渚
古城遗址申报成功。

在良渚申遗的25年间，杭州不
断深化良渚古城遗址考古、保护、展
示项目的国际参与和交流互动：第
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良渚古城水管
理系统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良
渚古城遗址遗产价值研究论文在国
际权威杂志刊发；第四届文化遗产
世界大会——良渚古城国际研讨会
在杭州举办，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进
行实地考察……

针对土遗址展示的难题，良渚
采用复原展示、科技展示、影像展
示、小品展示和标识标牌系统展示
等手段，分类分片开展古城遗址的
现场保护展示，增强遗址现场的可
看性和可读性。

如今，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中华
民族文化自信最重要的考古学物
证。多位专家表示，从考古学的角
度，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就是
要进一步阐述、概括、提炼好良渚的
文化价值，挖掘好遗产价值，找到文
化自信的根源，让其成为一种基因，
一种精神，凝聚起关于文化自信的
磅礴力量。

五千年文明之光在这里熠熠生辉
——写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之际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徐燕飞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
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经
济带以约21%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
国 40%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
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看长
江，也是看中国。

作为地处长江上游的内陆省份，
贵州省坚持以绿色发展筑牢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
推动贵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
经济增速连续 4 年居全国首位。腾
讯、华为、百度、阿里、苹果等国内外知
名企业纷纷落户贵州，货车帮等一批
本地重点企业逐渐成长壮大。因数字
经济而蝶变的贵州，正是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壮美图景上的亮丽一笔。

“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的‘魂’，唯有牢固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才能切实推动长江经济带
以及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长江
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说，经过这
几年的共同努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
护取得了显著成效，共抓大保护的共
识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的态势正在

形成，为长江经济带注入了新活力。
生态环境保护倒逼了高质量发

展。沿江省市一方面做好“减法”，对
非法码头、化工围江等“老大难”问题
重拳出击，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
能。另一方面做足“加法”，加强改革
创新，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培育发展新动能。

在上游，贵州的大数据产业风生
水起；在中游，湖北武汉的“中国光
谷”、安徽合肥的“中国声谷”奏响创
新强音；在下游，上海加快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一
大批各具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长江沿岸茁壮成长，长江经济带正在
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
力军。

龙头舞起来，龙身才能摆起来，
带动长江经济带加速发展。日前，
2019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在安徽芜湖举行，这是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召开的
首次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一市三省将聚力推进一体化，增强长

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
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
效率，为全国高质量发展、为我国积
极参与全球合作竞争作出更大贡献。

“按照中央的要求，长三角要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
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关键就
在于充分发挥创新的作用。”成长春
认为，长三角创新资源集聚、优势鲜
明，这里坐拥上海张江和合肥两个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张江、苏南、
杭州、合芜蚌、宁波温州等多个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南京江北新区
等众多创新载体，浙江数字经济发展
迅猛，G60科创走廊通过协同创新共
建共享串起了“智造”长三角。未来，
在进一步推动原始创新和科技成果
产业化，引领高质量发展方面，长三
角空间巨大。

上中下游的协同发展也在扎实
推进。5 月 30 日，重庆两江新区两
路寸滩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与上海
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共饮长江水”的沪渝两地
将全面加深合作，更好融入长江经济
带发展。

大江流日夜，山水有清音。今年
1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布长江经济带发
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的通知》，从
岸线、河段、区域、产业等方面划出
10 项负面清单，进一步为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强化制度保障。

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长江一
些重要生态指标发生了积极变化。
今年1月至4月，长江经济带地表水
环境质量总体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
呈好转趋势。

不负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2019 年一季度，长江经济带地区生
产总值达95970.8亿元，约占全国经
济总量的45%，11个省市中有9个经
济增长表现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云
南、贵州、江西、湖北等省份增速均在
8%以上。“从一季度的经济指标看，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
经济的韧性与潜力。”成长春说。

长江经济带建设护航绿色发展
□ 本报记者 熊 丽

7月6日，甘肃省高台县新坝镇红
沙河村村民在花田中劳作。

时值盛夏，地处祁连山北麓高海
拔山区的甘肃省高台县新坝镇红沙
河村种植的虞美人缤纷绽放，形成花
海景观。近年来，高台县新坝镇将花
卉蔬菜制种作为特色产业来抓，积极
引导农户规模化、集中化种植，成为
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之一。

钟晓亮摄（新华社发）

万亩花海正缤纷

良 渚 人 吃 什 么 ？

7 月 6 日，工作人员在选房现场为居民登记房屋信息。当日，北京市
重点危改项目——东城区宝华里危改首批签约居民开始选房。1000余户
居民将在10天内完成集中选房工作。据介绍，宝华里危改项目紧邻北京
永定门外南中轴线一侧，由于修建年代久远，房屋老化破损严重。今年3
月，停滞了10余年的宝华里危改项目重新启动。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危改”居民签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