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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
——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

□ 焦凡洪

岁序更迭，焦裕禄精神历久弥

新。《大河初心》详述了焦裕禄的成

长历程和心路历程，激励我们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上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贵州玉屏：

文艺演出进山村

北京文化产业跨界融合活力足
本报记者 牛 瑾

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国家强盛、民
族振兴的重要支撑。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
如何？近日，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
与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联合发布的
《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白皮书（2020）》（以下简称
《白皮书》），盘点2019年度北京文化产业发展
的基本现状、重要数据、重大事件、政策措施，揭
示了强而优、新而融的北京“文化范儿”。

《白皮书》显示，2019年，北京市规模以上
文化产业法人单位5252个，资产总计20198亿
元，同比增长5.6%；收入合计13544.3亿元，同
比增长14.4%。

北京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
4311元，同比增长7.8%，创造了“十三五”
以来最大增速；文化贸易进出口额72.8亿美

元，同比增长20.9%；规模以上文化核心领域
收入合计11972.6亿元，同比增长15.8%，其
中，文化传播渠道业增速最快，全年规模以上
文化传播渠道领域实现收入2919.4亿元，同
比增长34%。

一组组数字虽然枯燥，讲述的事实却很
生动。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发展壮大，
用较少的从业人员增长实现了较大的劳均产
出提高，说明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攀
升；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额大幅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既反映了北京市居民旺盛的文
化消费需求和强劲的文化消费能力，也说明
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入选国家文
化出口重点企业数量领先全国，表明全国文
化中心示范引领作用持续释放；文化传播渠
道业的亮眼表现，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

化、新业态的迅猛势头、新旧动能转换中的
生机活力。“北京文化产业正处于提质发展的
过程中，已经成为助推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副主
任赵恩国告诉记者。

当然，支撑这一观点的数据还有很多。比
如，影视方面，全年制作电视剧65部2762集，
电影 310 部，网络剧 944 部，网络电影 3397
部。其中，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
球》成为中国电影史票房亚军与季军。

除了强而优，新而融是北京文化产业又一
个突出的“气质”。

据《白皮书》研究团队分析，文化产业与其
他产业不断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特别是在文化科技融合方
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技术拓展

了文化产业的边界，各种数字文化馆、智慧博物
馆、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消费层出不穷，越来
越多的文化产品及服务正通过与多领域的融合
重新激发出更大的市场需求。而在今年1月，
北京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正式印发了
《北京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突出高端性、前沿性、高效
性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加快推动文化与相关领
域融合发展，重点发展“文化+”新业态、新产
品、新模式。

对于未来一段时期北京将如何促进文化消
费，《白皮书》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疫
情影响下的复杂国际形势与全球化重构新态
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跨界融合的新动能，
下一步将进一步推动文化科技融合，打造线上
线下文化消费新场景，释放城市发展新活力。

重庆市涪陵区“同观石鱼·共庆丰收”首届白鹤
梁文化节近日举办，它全面展示了“两江福地·神奇
涪陵”的美丽山水和人文魅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了推动白鹤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文旅融合发
展，涪陵区坚定文化自信，厚植文化底蕴，着力保护
与传承白鹤梁题刻，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

白鹤梁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重庆市涪陵城
北的长江中，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
型石梁，梁上记录了1200年间的枯水水文资料，具
有极其重要的水文科学价值。作为重庆的一张亮丽
名片，白鹤梁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誉为“保存完好
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珍贵文化遗产

进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经济日报记者下行至
深达40米的长江底，去探访水下博物馆题刻原貌。
顺着幽静的廊道前行，从右侧的玻璃窗向内看，可以
清晰地看见各式各样的题刻，有石鱼、白鹤、诗句等，
石缝内不时还会游出一条小鱼，一幅动静结合、生动
和谐的生态水文图呈现眼前。

白鹤梁是长江涪陵段江心的一道平行于江流的
天然石梁，作为当地长江河床的一部分，石梁伴随着
水位涨落而有规律地露出江面。千余年来，当地人
利用这个特征，以石刻形态将水位观测数据固化，并
不断赋予其文化内涵，逐渐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白鹤
梁题刻”，建构起一个全世界罕见的以水文观测记录
为核心的季节性活动场所。

白鹤梁题刻是亚洲大河干流现存年代较早、延
续时间最长、相关信息最为丰富的枯水水文题刻群，
是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水文遗产，其以江心
石梁为载体、以石鱼雕刻为水位基准点、以石刻文字
记录水位变化的记录方式，是当地人们基于对长江
上游水文条件的长期观察并利用涪陵段独特的河床
构造和其他自然地理条件的创造。

“石鱼出水兆丰年。”这是流传于涪陵的古谚
语。早年间古人为记录水位位置，在白鹤梁的石梁
上刻画石鱼，作为衡量枯水程度的标尺。石鱼常年
淹没于水中，只有冬春季节枯水期才露出水面，石鱼
出水则意味着枯水周期过去，丰收年景将至。

“白鹤梁题刻是中国古代名胜传统与地域性民
俗传统的独特代表，相关题刻所记载的内容为中国
古代社会变迁留下了独特的地方性记录，堪称‘石刻
档案宝库’。”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副馆长杨邦德说，白
鹤梁题刻现存文字题刻170余则，总计12000余

字，时间跨度自公元763年至1963年，记录了
1200年间72个枯水年份的水

位，共刻有石鱼18尾、
观音2尊、白

鹤1只，另有165段历代刻文，保留了大量反
映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信息，涉及当时的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

杨邦德告诉记者：“这些记录在今天仍发
挥着很大的作用，城市建设、河道运输、防洪
抗汛、城乡供水，都在使用这些数据。”同时，作
为中国长江流域现存面积最大、文字最多的水
文题刻群，白鹤梁水文遗产所保留的历史枯水信
息，不仅对于长江上游的现代航运和水利工程建
设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而且对于研究北半球的古
气候和古环境变迁也具有参考价值。

保护与见证

1992年，长江三峡工程批准建设，淹没区也涉
及了涪陵白鹤梁题刻。为了让后人能够观赏这一文
物，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修建被提上日程。在水下
建设博物馆，这在世界上还未曾有过先例，无论是技
术层面还是资金方面都困难重重。水下修建博物馆
如何保证不漏水？如何让保护体内的水保持清澈以
便观赏？这些问题一度难倒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
设计者们。

博物馆的设计和论证持续了10年，最终，中国
文物保护部门采用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的

“无压容器”方案，历时7年建设，最终建成了“世界
首座水下博物馆”，成功实现了水下文物原址原貌科
学保护，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

“无压容器”是整个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核心，
这个方法克服了修建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在力学、结
构和岩土力学、施工方面的重大技术难题。这个水
下保护体为椭圆形平面的单跨拱形壳体结构，壳体
结构覆盖白鹤梁题刻，容器内的水与容器外的长江
水连通，内外水压刚好保持平衡，壳体还能保护题刻
不受泥沙淤积和冲淘破坏，保护了文化遗产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壳体内沿白鹤梁体建一条参观廊道，
由耐压金属和23个玻璃观察窗构成，游客可沿着参
观廊道近距离观看白鹤梁上的题刻。

为了解决水中看清题刻的难题，馆方请来了我
国各大院校以及水质研究所的专家，一同进行研讨，
最终决定从补水量调节、灯光调节、人工干预三方面
解决实质问题。

最初，无压容器内的缓压水都来自于长江，以此
维持壳体内外部水压平衡，可是长江水含有大量泥
沙和浮游物，导致水质混浊，于是，馆方以自来水冲
水置换的方式，将长江水加以净化，再重新注入玻璃
罩内，这样既达到了更换水源的目的又节约了淡水
资源和资金成本。

同时，根据长江水位、流量、流速等实时变化，馆
方及时增减保护体内的补水量，进一步提升水净化
能力。此外，针对水下微生物在暖光灯的照射下生
长迅速的问题，馆方将长波灯光更换为冷白光，从根
本上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如今，白鹤梁博物馆已经
开馆11年了，见证了白鹤梁

的生命延续，也见证了长
江流域的发展保护

历程。经过专

家们
10余年的
思考与研究，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已经探索出一条独
特的水下遗产保护与利用之路，其原址原貌水下遗
产保护不仅是世界大河文明传承保护的经典案例，
让同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可能，更为同类文化遗
产的保护提供了中国技术和中国经验。

传承与创新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一个优秀范例。”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
记陈敏尔在考察涪陵时说，人文底蕴是一个地方最
深厚的内涵和最鲜明的底色，白鹤梁集科学价值、艺
术价值于一身，要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利用，将其打
造成为长江历史文化的绚丽名片。

“当前，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正以申遗为抓手，着
力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杨邦德称，作为中国2021年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5个备选项目之一，白鹤梁已
经做好十足的准备迎接这个挑战。

据了解，目前白鹤梁已相继完成了申遗文本和
保护规划的编制及实施，出台了保护管理办法，接下
来将继续围绕白鹤梁题刻文献整理研究、旅游资源
开发、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开展工作，营造浓厚的申
遗氛围，力争白鹤梁申遗早日获得成功。

自2018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以来，涪陵已连
续举办3届“石鱼出水兆丰年”白鹤梁中国农民丰收
节系列活动，让传统文化发挥时代价值。在今年的

“同观石鱼·共庆丰收”首届白鹤梁文化节上，举办了
“鹤舞盛世”开幕式暨专题文艺演出、“白鹤时鸣”学
术研讨活动、“鹤立涪州”文创产品（设计）大赛、“鱼
庆丰年”新民俗体验游等活动。

据介绍，白鹤梁题刻的文化周边开发正推动开
展，《白鹤梁题刻研究丛书》系列专著列入国家“十三
五”重点图书出版选题并陆续出版。同时，博物馆还
将策划推出一批以白鹤梁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
展现题刻背后的传奇故事，提升题刻的美誉度和影
响力。

重庆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市文旅委
将在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研究成果，加大以白鹤梁题刻为主题的文创产品
开发，激发文化遗产活力。同时，推动研发一批以
白鹤梁题刻为代表的水文遗产文物预防性保护关键
技术和检测技术系统装备，提升文物保护质量和
效率。

今年7月，中国水文博物馆确定选址涪陵，将与
白鹤梁题刻形成新的水文遗产保护展示体系。涪陵
区委书记周少政表示：“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白鹤梁
题刻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加快申遗步伐，推进
涪陵文旅融合发展，努力把白鹤梁题刻打造成长江
一张亮丽的历史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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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图图②②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展厅展厅。。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白鹤梁白鹤梁。。 曾曾 年年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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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了解的焦裕禄，是上世纪60年代
带领兰考人民根治“三害”、改变农村贫穷落后
面貌的县委书记的形象，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的高建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
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位
在黄河边的田野上燃生命之躯、擎希望之炬的
人民公仆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特别是他曾
在机器轰鸣的工业战线奋战了9个年头，在共
和国工业建设起步的征途上也留下了铿锵足
音。从作品雄壮激越的旋律中，我们仿佛听到
了钢筋铁骨的锻造之声、精神成长的拔节之声。

就像汹涌澎湃的九曲黄河，焦裕禄的人生
旅程也在不断转弯，奔向新天地，跨上新境界。
作品表现了焦裕禄“一生交给党安排”的博大襟
怀。1953 年，党中央发出“抽调大批优秀干部
到工业战线上去，把他们锻炼成为胜任工业建
设方面的领导骨干”的号令，焦裕禄从团郑州地
委第二书记任上被调到国家新建重点工业项
目——洛阳矿山机器厂。在此他又多次转换
工作，从建厂筑路指挥部总指挥到哈尔滨工业
大学进修学员；从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车间主
任到洛矿一金工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
无论岗位怎样调整、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坚持
初心、鞠躬尽瘁，把共产党人的风骨展现在新中
国的工业舞台上。

从连图纸都看不懂的“门外汉”，到成为
一个国有大型企业重点部门的优秀管理者，作
品记述了焦裕禄在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中百炼
成钢的故事。刚一进厂，焦裕禄自告奋勇承担
筑路任务，带领工人风餐露宿，艰苦奋斗，使
原计划半年的工程不仅提前3个月完成，还节
约了资金10万元，充分展现了国家主人公的
使命担当。1954 年秋，洛矿安排焦裕禄作为
调干生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焦裕禄又迎难
而上，成绩由入学的首次考试不及格，到半年
后被评为优秀学员。随后，组织安排他转往大
连起重机器厂实习。从课桌到机床，他又以科
学求实的态度，磨破了一件件工装，突破了一
个个生产难题，实现了由外行到内行的转变，
被全厂上下誉为“最棒的车间主任”。

北上南下，三省跨越。1956 年底，焦裕禄
返回洛矿，先后担任全厂最大车间的车间主任
和生产调度科科长，在之后5年多的时间里，他
在生产上锐意进取，制造了以中国第一台2.5米
双筒卷扬机为代表的一批名优产品；在管理上
不懈探索，他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融入
生产生活，激发了创造力，提高了生产力。同
时，他从铣、刨、钻、镗的实践中探求规律，由此
形成了“注重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坚持
以点带面”“发挥榜样力量”等丰厚的思想积淀。

岁序更迭，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大河初
心》用深邃的笔力，详述了焦裕禄的成长历程和
心路历程，激励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不断加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专业文艺骨干
带动文化志愿者，依托乡村大舞台、欢乐院坝等
阵地，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人和事编排成戏剧
小品，组织文艺队伍深入乡村、社区演出，深受
群众欢迎。图为在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新店
村农家院坝，文化志愿者为村民表演小品。

新华社记者 杨 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