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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张红红  摄摄

　　黄河同长江一起，孕育了中华文明。一处处
文物宛如一颗颗珍珠点缀在黄河两岸，成为灿烂
文明的诉说者。近年来，文物大省山西加大黄河
流域文物保护利用力度，激活古老文物生命力。

印证文明发展

　　偏关县天峰坪遗址、兴县碧村遗址、襄汾县陶
寺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山西黄河流域古遗
址数量众多，一批考古项目印证着文明发展。
　　今年3月，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成功入选2022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们认为，这是晋陕大峡
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城，是展现以中原
为中心的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轨迹的重要窗口。
　　走进碧村遗址，不禁赞叹4000年前先民们的防
御智慧。这座石城三面环河邻沟，高等级建筑四
周砌筑护墙、内外双重城墙、城门双瓮城结构。
　　“该城址展现出层层设卡、处处把关、谨慎布
防的结构。”碧村遗址考古项目领队之一、山西省
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光辉说。
　　最引人注目的是宏伟的外城门址。它南北跨
度74米，东西进深48米，由三个石包土芯大墩台围
合成“品”字形，墩台附近设置多个门塾和障墙，形
成内外双重瓮城。
　　碧村遗址中大型建筑遗存还表现出“以中为
尊”的礼制特征。张光辉介绍，高等级核心建筑位
于遗址中心高台上，大型连间石砌房址秩序井然，
以其中一座房址为中心，两侧房址依次向西缩进
式分布。墙体、灶址规划与所属房址面积成正比，
等差设置。

　　“这说明这座石城建造得非常讲究，也表现了
城址主人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协调能力。”张光辉说。

铭记红色历史

　　山西黄河沿线的临县、兴县、石楼、柳林等县
是革命文物较为密集的区域。近年来，当地加强
革命文物保护修缮与展陈提升，充分发挥其社会
教育功能。
　　在吕梁市临县双塔村，坐落着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央后委机关旧址。7处民居院落修缮
后，挂上了中央外事组旧址、军委作战部旧址、中
央书记处特别会计室旧址、毛泽东同志路居、叶剑
英同志旧居、杨尚昆同志旧居等的牌子。村里还
创办了中央后委驻临县历史陈列室，并对外开放。
　　这段光辉的历史这几年才走进公众视野。
　　临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海红从事党史研究30
余年。为抢救挖掘这段历史，她20多年到全国多
地走访调研。在她的努力下，中央后委在吕梁的
这段红色记忆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张海红介绍说，1947年3月，党中央主动撤离
延安，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3000余人东渡黄河陆
续到达临县，随后中央后方委员会在此应运而生，
他们驻扎在双塔村及周边几十个村庄长达一年之
久，协助党中央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为什么选择临县？张海红说，这跟临县地理
位置好、群众基础好、军工所需的煤铁资源丰富等
因素有关。临县出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战
斗，成为吕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如

今革命旧址得到保护利用，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张海红说。

留住黄河风情

　　黄河大铁牛、黄河古栈道……随着时代变迁，
黄河上的交通早已时移势易，但在历史风尘中保
留下来的文物却将昔日的繁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山西平陆县杜家庄段黄河岸边的石崖上，
保留着680余米长的黄河栈道，属于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它们依山腰向内开凿成竖“凹”型栈道
面，再在通道岩石上开凿方形壁孔、牛鼻孔、底孔
等孔槽，插以木梁，梁上铺板，形成完整的栈道。
　　走在被时光打磨得光滑温润的通道上，记者
发现，原始的木构件已荡然无存，只有各种壁孔、
底孔残留于通道岩石上。在山崖凸出的栈道拐弯
处，岩壁上深浅不一的绳磨槽痕，仿佛穿越时空，
让人听到了黄河船夫的号子声。
　　为防止碎石脱落将古栈道掩埋或毁坏，近两
年国家出资对杜家庄段黄河栈道上的危岩体进行
了抢险加固。目前工程已竣工，古栈道上方有专
业防护网防护，新修的排水沟阻断了崖壁上方雨
水对古栈道的冲刷。
　　平陆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宋国杰告诉记者，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平陆县黄河古栈道
进行危岩体加固。
　　“虽然古栈道已失去使用价值，但却显现着古
代智慧和航运能力。通过保护，排除了古栈道的
安全隐患，让后人得以看到老祖宗的聪明才智。”
宋国杰说。    （新华社太原9月12日电）

　　近期，国际上聚焦发展的声浪日渐
高涨。在南非举行的金砖领导人会晤系
列活动中，各国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推
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在刚
刚结束的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
列会议上，东盟各方拒绝选边站队，一致
表示要携手推动经济复苏与增长、提升
经济一体化，强调地区和平与发展；二十
国集团新德里峰会上，尽管一些国家意
欲强行塞入地缘政治议题，但在广大发
展中国家不懈推动下，峰会发表的宣言
突出的依然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主
题……
　　当今世界，尽管“阵营对抗”、“脱钩
断链”逆流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渴望发展的诉求愈发强烈，
拓展合作与交流的潮流难以阻挡。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展现坚定意志和大国担当，与广大发展
中国家一道，在喧嚣扰乱中力挺全球发
展这一主题，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从积极
搭建平台为共同发展创造机遇，到推动
多边机制聚焦发展，再到双边维度加强
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努力做
着共同发展的“加法”，为全球发展事业
不断注入新动力。
　　在日前落幕的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上，59个国家和24个国际组
织设展办会，共达成成果1100余项。中
国还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为各方共商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提供重要平台，目前已有90多个
国家的代表确认与会。泰国开泰银行高
级副总裁蔡伟才说，过去几年，中国通过
服贸会、进博会等大型平台向世界各国
企业敞开大门，为促进全球贸易往来合
作作出积极贡献。
　　单边主义阻碍全球共同发展的顺利
推进，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和发
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中坚力量，中国积极推动各类多边机制发展，
努力推动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从率先支持非盟加入G20，到
积极推动“金砖扩员”，无不体现了中国在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包容、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与智慧和大国责任与务实担当。
　　智者察同。中国努力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致力于推动与
世界各国共谋发展。近期，多国领导人、高官和代表团密集访华，
与中方探寻合作发展。对于长期友好伙伴国家，中方与其探讨如
何进一步深化合作。例如在贝宁总统访华期间，中贝双方签署了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
件，成果丰硕。对于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国家，中国努力推动
求同存异，与其在妥处分歧的基础上拓展互利合作。
　　当前世界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增加合作、减少
对抗，增加团结、减少分裂，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才是正途。正
如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亚太地区高级顾问安德鲁·基布尔所说：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必须扩大开放，抓住机遇，加强合
作，共同发展。”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这个道理已被历史
反复验证。开放合作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是人心所向，中国将始
终致力于凝聚全球发展合力，与各国携手做好共同发展的“加法”，
努力让共同发展的势头更强劲，
开创世界更加美好繁荣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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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岸文物新生　激活沉淀千年的璀璨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9月12日，西安市新城区“遇见城墙·非遗
韵”非遗集市上，表演者在进行秦腔演出。
  当日，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遇见城墙·非
遗韵”非遗集市主题活动在西安城墙中山门下
举办。秦腔、华阴老腔等特色非遗节目在永兴
坊戏楼前轮番表演，皮影、布艺、工艺葫芦等二
十多种非遗作品在顺城巷内集中亮相，丰富市
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让游客感受到陕西非遗
的独特魅力。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西安：古城墙下

感受非遗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