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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11 月 8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3 年世
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
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2015年，我在第二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全球
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
主张”，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
极响应。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如何解决发展赤字、破解安
全困境、加强文明互鉴，是我们共同面
临的时代课题。互联网日益成为推动发
展的新动能、维护安全的新疆域、文明
互鉴的新平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既是回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
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我们要深化交
流、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我们倡导发展优先，构建更加普惠

繁荣的网络空间。深化数字领域国际交
流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快信息
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在互联网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更多国家和
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我们倡导安危与共，构建更加和平
安全的网络空间。尊重网络主权，尊重
各国的互联网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遵
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不搞网络霸权。
不搞网络空间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深
化网络安全务实合作，有力打击网络违
法犯罪行为，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
保护。妥善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
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中方愿同各方
携手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促
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我们倡导文明互鉴，构建更加平等
包容的网络空间。加强网上交流对话，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不同文明
包容共生，更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促进优质网络文化
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
成果，积极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共同建
设网上精神家园。

习近平最后强调，信息革命时代潮
流浩荡前行，网络空间承载着人类对美
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让我们携起手来，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更
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人类更
加美好的未来！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11月8日至10日在浙江乌镇举行，主题
为“建设包容、普惠、有韧性的数字世界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
窑”。因瓷而名、因瓷而兴、因瓷而立的
景德镇有冶陶史 2000 多年，官窑史
1000 多年，御窑史 600 多年，千年窑火
在保护传承中生生不息。

重要考古发现 实证“千年瓷都”

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是明清时
期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皇家瓷厂遗
址，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
大、工艺最为精湛的明清官办窑厂，
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
位。御窑厂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使
用当地最优质的原料和进口的原料，
生产不计成本，代表了明清瓷器制造
的最高水平，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创
新技术都发生在御窑厂，最精美的器
物也大多是官窑瓷器。故宫现藏的
37.6 万件/套陶瓷器中，90%以上为御
窑厂烧造的官窑瓷器。

20 世纪 70 年代起，御窑厂遗址范
围内先后进行了数十次随工和 3 次大
规模的主动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
遗物，包括始建于明代初年的围墙、洪
武至万历时期的葫芦形和馒头形窑炉、
作坊、各时期落选瓷器埋藏坑和堆积
层。出土明清时期瓷片数十吨，近 1000
万片，尤其是完整、连续的明代各朝遗
物，揭示了御窑厂自明初设立至明末废
弃，清代复建至民国的发展序列。这些
发现为研究御窑厂的生产布局与功能
分区、产品种类与特征、工艺发展与创
新、生产管理体制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
资料，极大地推进了明清官窑瓷器和朝
贡贸易的研究。御窑遗址是 2003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景德镇瓷文化
的核心载体，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可替
代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加强立法保护 完善体制机制

基于御窑厂遗址的重要价值，多年
来，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日臻完善。
2006年御窑厂遗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列入国
家重点支持的全国 100处大遗址，2008
年景德镇市编委会办公室批复设立“景
德镇市御窑遗址管理处”，2009 年 7 月
江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景德镇
御窑厂遗址保护规划》，2010年获批为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3年被列入国家
重点大遗址、全国 25 处大遗址重点保
护展示工程和全国 10处大遗址保护展
示示范园区，2021年 3月景德镇市编委
会办公室批复设立“景德镇御窑博物
院”，2021 年 5 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
了《御窑厂遗址保护规划（修编）》。

2018年 4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通
过《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
例》，2018年 5月 1日正式施行，条例明
确御窑厂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内的保护对象包括：窑炉、作坊遗迹
及其他反映当时瓷器生产活动的不可
移动文物；瓷器、制瓷工具、窑具及其残
片等埋藏或者馆藏的可移动文物；遗址
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遗址周边街巷
里弄传统空间格局和结构；具有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民居、纪念性建筑
物、宗教建筑物等历史实物遗存，包括
古建筑的各种装饰装修构件；其他需要
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

条例强调，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统一
领导、组织和协调，将御窑厂遗址保护
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景
德镇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对御窑
厂遗址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御窑厂
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负责御窑厂遗址日
常保护管理工作。景德镇市发改、旅游、
公安、财政、审计、国土资源、建设、城
管、规划、房管等有关部门和珠山区人
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御窑厂遗址
保护管理的相关工作。御窑厂遗址所在
地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
有关部门做好遗址保护管理工作。

条例强调，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御
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
定，不履行文物保护和管理职责，或者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负
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
物局的支持指导下，景德镇加大对御窑
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其周边环境整
治提升，一是整治5.1公顷重点保护区，
主要是搬迁、拆除占压建筑，共计搬迁、
拆除占压建筑 10 万平方米。完成了遗
址北麓、南麓保护棚的改建、东面保护
性围墙、安防技防、南大门广场、照壁、
旱喷、北麓保护房改建、内外道路改造、
水电管网及绿化等工程等项目建设；通

过一系列整治，将原来分割成四大块
的保护范围彻底贯通，使御窑厂遗址
区有机连成一片。二是整治 8 公顷一
般保护区，主要包括周边房屋征收、
博物馆建设及保护配套设施项目。完
成了对老城区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与策划性建筑设计方案编制，实施景
德镇明清窑作陶瓷文化遗址综合保护
利用和彭家弄老街区保护利用项目。
以御窑厂遗址为中心，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随着一批批老艺人逐渐老去，传统
的陶瓷技艺如何薪火相传是景德镇陶
瓷文化传承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2021 年 9 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通
过《景德镇市陶瓷文化传承创新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22年1月施
行。作为一部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地方
性法规，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景德镇
优秀陶瓷文化、发挥文化对产业转型升
级的积极作用、协调推进区域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从开展传承
活动、设立景德镇陶瓷文化宣传活动
月、陶瓷文化进校园、引进高层次人才
等方面多管齐下，全方位推动陶瓷文化
的传承。

如《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每年十
月份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宣传活动月；第
三十二条鼓励陶瓷文化研究机构、民间
陶瓷文化团体、代表性传承人和技艺代
表人通过艺术理论研究、艺术创作、优
秀作品展演等方式，对外开展陶瓷文化
传播、交流与合作；第三十五条要求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陶瓷文化
人才培养、引进政策，通过项目合作、实
践基地、学术交流等方式培养和引进高
层次、技能型人才，推行人才奖励、激励
制度，开展陶瓷领域职称评审和职业技
能等级评价工作，支持陶瓷文化人才职
业发展。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6日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习近平文
化思想为引领，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新局面，为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表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
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
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
论总结。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
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
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
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
化理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

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为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
了中国智慧。

蔡奇表示，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
精深，不仅有深邃的观点、战略的谋
划、科学的部署，还教给我们正确的立
场、管用的方法。要全面学习领会，既
准确理解其中的重要概念和提法，又
加强系统性、整体性把握，吃透基本精
神，领会核心要义，明确实践要求，做
到学有所悟、融会贯通。要深入领会这
一重要思想蕴含的重大创新观点、科
学方法论和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
署，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是一个不断
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
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

蔡奇表示，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既要重学习、又要重实践，在深化
理论武装上下功夫，在提高舆论引导
能力上下功夫，在改进创新精神文明

建设上下功夫，在促进文化繁荣上下
功夫，在增强国际传播效能上下功
夫，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上下功
夫，切实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学习研究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抓紧抓好学习培训，组织开展理论研究，
持续加强宣传阐释，不断引向深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李书磊主持会议。国务委员谌贻琴
出席会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华社、上海
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委宣传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
和部分专家学者代表作了发言。中央
宣传文化单位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主要负
责同志、思想文化界有关专家学者等
参加会议。

蔡奇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上强调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为 引 领
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景德镇：千年窑址有效保护 千年技艺永续传承
本报记者 徐秀丽

本报讯 今年的 11 月 9 日是第
32个全国消防日。根据国务院安全生
产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3 年消防宣传
月活动的有关部署，国家文物局组织
开展了“2023年消防宣传月文物消防
安全主题海报征集活动”。活动自9月
份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

应，收到来自文物博物馆单位、消防
救援机构、高校、企业和个人的作品
113幅，经专家评审推荐，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我们皆是战士》、海南软件职
业技术学院《文物消防 共筑平安（组
图）》2 幅作品评选为年度优秀作品，
故宫博物院《加强文物消防意识——

门海、鸱吻》等 10 幅作品评选为年度
入围作品（详见3版）。参赛作品围绕
今年消防日主题“预防为主、生命至
上”，将消防安全与作品文物元素有
机结合，突出文物消防安全特点，融
入文物安全元素，充分展示文物安全
文化。 （社文）

2023年文物消防安全主题海报
征集活动年度优秀作品和入围作品公布

长 城 保 护 久 久 为 功
——河北长城保护工作实践

本报记者 徐秀丽

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大自然挥毫
泼墨，为长城描上旖旎的妆容，尽显温
婉端庄的气度。

在河北，长城从战国、秦、汉、北
魏、北齐延续至明朝从未中断，跨越燕
山、太行山，连接京、津、辽、蒙、晋，现
存长度2498.54公里，是中国长城保存
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

这个秋季里，山海关、金山岭、大
境门等长城点段，成为很多观众参观
长城目的地，行走长城，感受精神力
量，践行保护传承。

用正确理念 下绣花功夫

“河北率先出台了长城保护法律
法规，《河北省长城保护办法》和《河
北省长城保护条例》分别于2017年2
月1日、2021年6月1日施行。2018年，河
北省政府将已认定的长城段落全部公布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有 12处 23个
点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5年以来，国家先后支持 3.4亿
元，省级投入 1.2亿元，用于长城本体
保护修缮……”河北省文物局局长罗
向军细数着近些年来长城保护工作。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
一关。

万里长城——山海关为第一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万里长城的
入海处，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
境内。山海关长城全长 26 公里，为主
要包括：老龙头长城、南翼长城关城长
城、北翼长城、角山长城、三道关长城
及九门口长城等地段。

“老龙头第一期修复工程，在各级
领导部门和有关专家的关怀和支持
下，由山海关区修复长城指挥部于
1985年5月25日开始实施。”从事长城
保护工作 70多年，参与山海关多次修
缮工作的山海关长城文物保护管理所
原所长郭泽民记忆犹新，“老龙头第一
期修复工程用了近8万个劳动日，完成
修复了老龙头的滨海长城435米，二号
敌台、上城石磴券洞通道、下城券洞，
复原了铁门关，对‘圈城’城堡遗址进
行了考古发掘。1986年 8月 1日，老龙
头长城对外开放，沉寂了百年的老龙
头重放光彩。”

截至目前，修复老龙头靖虏台、南
海口关、澄海楼，修复角山长城、山海

关关城等长城保护修缮工程 80余次，
完整地保持了山海关长城军事重镇的
雄伟风貌。

长城修缮必须遵循不改变原状、
最低限度干预、真实性、完整性等保护
原则。长城保护不仅要确保长城本体
和周边环境安全，也要保护长城所承
载的价值内涵。

“我们将长城价值研究工作贯穿
长城保护项目始终，充分理解长城形
制特色、价值内涵，充分关照到局部点
段与长城整体的价值关联，保护长城
文化内涵的整体性。”罗向军说，在制
定保护项目方案过程中，我们坚持因
地制宜、分类保护原则，根据类型特
点、环境状况等客观条件，有针对性地
实施长城保护措施。

张家口是河北省现存长城最多，
时代跨度最大的地区，从战国延续到
明代；长城的建筑结构和建筑形制在
这里最为丰富，有干插石垒、土夯、土
石混夯、砖石结构等建筑形式；长城及
其附属物遍布全市各县区。

大境门段长城是明代宣府镇军事
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始建于明永
乐十年，初建时为“石垣”，明成化二十
一年包砖。大境门段长城连接东西太
平山，是规范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秩
序的重要产物，据长城之要隘，扼边关
之锁钥，是扼守京都的北大门，历来为
兵家必争之地，见证了九边重镇——
宣府镇的重要军事文化地位。

站在大境门长城上远眺，正在建设
中的来远堡遗址公园与大境门、西境门
（小境门）、张家口堡共同组成了大境门
关，相互依托的防御体系呈现在眼前。

近年来，河北完成大境门来远堡
堡墙保护修缮工程、来远堡小北门复原
展示工程、大境门来远堡环境整治工
程、万全洗马林城墙南城门抢险加固
工程。2020年，在崇礼太子城冬奥核心
赛区完成了岔沟梁牧场段明长城 410
米墙体和5号烽火台现状整修工程。

“我们还在 2021年完成崇礼冬奥
核心区桦林东段明长城 550米墙体和
2 座烽火台现状整修工程。2022 年完
成万全右卫城城墙保护修缮（二期）工
程、赤城金家庄城堡修缮工程、青边口
长城抢险加固工程。”河北张家口市长
城保护管理处副处长常文鹏介绍。

2022年，古老的长城与现代冬奥

赛场相遇，“长城脚下办奥运”成为奥
运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家住长城边 保护靠你我

“在我家的院子里，抬头就看到山上
的长城，父亲义务保护长城很多年，长城
保护巡查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58
岁的林长友生活在金山岭长城脚下。

金山岭长城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
平县境内，为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担任
蓟镇总兵时主持修筑，西起龙峪口，东至
望京楼，全长10.5公里，沿线设有大小关
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具有视野开
阔、敌楼密集、景观奇特、建筑艺术精美、
军事防御体系健全等特点。保存有挡马
墙、障墙、麒麟影壁墙、文字砖墙、将军楼
防御体系等，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

作为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
中心文物保护股副股长，林长友和同
事每天巡视在长城沿线。

“需要仔细查看砖石是否松动、移
位、脱落，城墙体是否有酥裂、下沉，敌
楼、马道是否渗漏、积水……”一大早，
金山岭长城上，林长友和同事的身影
准时出现。他们带着垃圾袋，背着水和
干粮，开始日常巡护长城的工作。

每天巡护结束，林长友都要将发现的
问题汇总上报，并提出建议。“哪里有风
险，都要及时处理，因为任何一点疏忽都
可能导致文物的损坏和损失。”林长友说。

林长友的侄子林强也加入保护长
城的队伍。油画专业毕业的他，9年前
回到家乡长城脚下工作，今年成为金
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文物保护股工
作人员，和叔叔一样，行走在长城上。

“小时候常在长城上跑，这里不仅
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
的传承。我会像爷爷和叔叔一样，一直
守在这里。”林强说，如今人为破坏长
城的行为较少，大自然的侵蚀成为主
要破坏因素，尤其是冬季，大雪过后需
要立即展开全段长城的清雪工作。林
强还喜欢进行长城绘画创作和摄影，
用自己的作品宣传长城保护。

“十多年了，越走近长城，就越敬
畏长城。”从最初的长城保护志愿者到
现在山海关区长城保护队队长，说起
长城保护，张鹏滔滔不绝。“保护长城，
不仅为其壮美的外表，更为其丰富的精
神内涵。” （下转2版）

御窑厂遗址南麓

本报讯 记者王龙霄报道 11月
7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浙江省
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
省文物局、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远古江南·海陆山河
——河姆渡文化发现 50 周年考古成
果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最
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距今约
7000年至5000年，以余姚河姆渡遗址
命名，主要分布于浙江东北部的宁绍
地区东部和舟山地区。河姆渡文化的

发现，为重建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
代历史打开了一扇清晰的窗口，证明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样都是中华
文化的发祥地。时至今日，河姆渡文
化仍在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干栏式
木构建筑起源、南方地区史前聚落形
态等历史研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本次展览包括“古渡新声”“潮起
东南”“探海溯源”三个部分，展出河
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塔山遗址、井
头山遗址等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
贝器、木器、编织物等324件/套文物，

涵盖丰富的稻作遗存、成熟的干栏式
木构建筑遗迹、独特的夹炭陶器和精
美的手工艺品等河姆渡文化重要标
志性考古成果，生动呈现河姆渡人丰
富多彩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情况。希望
通过展览，能够引领观众走进河姆
渡，深入了解长江流域地区的史前文
化，直观感受饭稻羹鱼、万物有灵的
远古江南风情，把握中华文明的演进
历程，激发观众追溯中华古史、探寻
文明源流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
意识。

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展在国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