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重庆渝中十八梯传统风貌区

内游人如织。“白天主打室内游，晚上再来爬

坡上坎，作为‘不夜城’，重庆的夜很有味道。”

游客陈玉珏说。

这个中秋假期，记者走访重庆、上海、湖

南等地文旅市场发现，今年中秋游多了一份

“松弛感”，中式夜游、短途“微度假”、文艺游

成为游客热门选项。

郴江河畔，华灯璀璨，清逸婉转的湘昆曲

调自河上传来。在湖南郴州苏仙区裕后街历

史文化街区，来自湖南省昆剧团的演员们乘

坐花船巡游，吸引市民游客争相拍照留念。

裕后街是秦汉时期湘粤古道的始发地，

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月影之下，古街别

具风味。中秋假期，裕后街举办历史文化节，

推出皮影戏、非遗文化市集、民俗演绎等系列

活动。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更是把夜游玩出

新花样。15日晚，来自世界各地的翼装飞行

员们与身披“嫦娥”轻纱的演艺人员一起在月

色中带来一场震撼演出。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表示，各

地结合时令节庆，在传统赏月外拓展消费场

景，带来多元化体验，让中式夜游成为中秋假

期文旅消费热点。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

近一周国内古镇园林夜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

上涨 77％，夜间游船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42％。

今年中秋节，市内游及周边的“微度假”

广受欢迎。

9月17日中秋节，上海市徐汇区龙华广

场举办“唐韵中秋”节庆活动，京剧、沪剧、昆

曲、评弹……现场演绎曲艺界的“团圆盛会”。

上海市民徐竞和5岁的女儿穿上汉服，

在此观看表演，打卡拍照。她说，城市商圈和

街区举办丰富活动，既能体验传统文化，又能

方便地就餐、聚会，是个好去处。

住在上海浦东的石明17日一早便和女友

驾车直奔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滴水湖。环湖散

步、游览上海天文馆、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欣

赏演出……石明将一日游安排得满满当当。

台风过境，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于中秋节当日全

面恢复运营，多个中外艺术团同台竞演。

携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同省酒店订单

比例预计达到50％以上；预订高铁出行的订

单中，出游半径约为361公里。

多样的文艺活动也给游客带来更多好去

处。重庆渝中区假期陆续推出中秋节赏秋文

化展、解读中秋诗作活动、中秋优秀美术作品

展等。一场中秋音乐会在渝中区巴将军公园

举行，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精彩上演，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欣赏。

“中秋来渝中，除了洪崖洞、解放碑等景

点，游客还有丰富的文体艺活动可以选择，假

期共上演各类营业性演出300余场次。”渝中

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卢永军说，中秋假期首

日，渝中区接待游客104.6万人次，按可比口

径同比增长5.8％；旅游综合收入8.87亿元，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4％。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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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

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引领中国预警机事

业实现跨越式、系列化发展……他坚信

“中国人一定能行”，终其一生为祖国国防

事业打造“千里眼”。

他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

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小谟。2023年 3月6日，王小谟溘然长

逝，享年84岁。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前夕，王小谟被

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王小谟说，雷达事业的重大意义，就

是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1961年，从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

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王小谟，被

分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14研究所

（今中国电科14所），从事雷达研究。

雷达被称为国防“千里眼”。上世纪

60年代起，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

达研究的前沿领域。此前，14所已在苏

联专家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

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

专家，只留下一摞资料。

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水平整体不高，

迫切需要研制出自己的雷达装备部队。

面对严峻的形势，王小谟暗下决心：“一

定要做出世界一流的雷达，为国争光！”

一番苦心研究后，王小谟创造性地

提出了在当时世界领先的脉内扫频方

法，为日后的雷达研制打下基础。一年

后，英国才提出同样的技术方案。

1969 年，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

召，王小谟与同事们投身贵州黔南大

山，创建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

国电科38所），开启了筚路蓝缕的创业

岁月——

住在四面透风的油毡茅棚里，交通

不便、食物匮乏……而就在这样艰苦的

条件下，1972年，王小谟被任命为总设

计师，主持研制首部国产三坐标雷达。

经过十余年的大胆创新、潜心研制，

历经无数次试验失败的至暗时刻，1984

年，我国第一部集成化、数字化、自动化

的三坐标雷达在贵州山沟中成功问世！

此后，我国三坐标雷达一举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实现我国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

功能的重大跃升。三坐标雷达家族由此成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

主干力量。

打造中国自己的“争气机”

预警机被称为“空中帅府”，战争中拥有了预警机，就如同

“深夜用肉眼看见20公里外有人划了根火柴”。上世纪90年

代时，预警机已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1992年2月，王小谟调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

长，开启我国预警机装备的论证与研制。当时，两种观点相持

不下：一部分人认为需求紧迫，“造不如买”；王小谟等人则主

张自主研制。

“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一旦战争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

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最终，国家决定“两条腿走路”：一边引进国外产品以应急

需，一边与外方合作研制国产预警机。

作为中方技术总负责人，王小谟深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

的”，坚决主张并部署安排国内同步研制。其间，他在国际上

首创了背负式、大圆盘、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型预警机方

案。

2000年，外方迫于压力终止了与中国的合作，王小谟力

主自主研制预警机，并主动请缨主持研制。

“一定要争口气！”夏天40多摄氏度的高温，冬天零下30

多摄氏度的严寒，90分贝以上的噪声，都没有让王小谟退

缩。他在条件简陋的试验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为早日

实现心中蓝图。

历尽艰难成伟业。多年攻关，研制团队突破了100余项

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

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

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预警机第一次在世界

面前公开亮相，引领机群飞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70岁

的王小谟流泪了。

“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

这些场景，很多老同事历历在目：在预警机工程的关键时

刻，王小谟顶住遭遇车祸和癌症的双重打击，坚持在病房交流

工作；临终前，他刚刚化疗结束，就直奔会场阐述预警机总体

关键技术……

可王小谟只说：成长、奉献于这个时代，我感到非常幸运。

2013年，王小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面对聚光

灯，他不愿多谈自己的成就，却拿出500万元奖金中的450万

元，又多方筹集2000万元，设立了雷达创新奖励基金，用于奖

励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术领域作出贡献的年轻人。

这是甘为人梯的拳拳之心——

为了使年轻人得到锻炼，他经常组织专题讨论，听取大家

的意见；他把重要的方案设计交给年轻人，同时又给予具体指

导；他牵头编写的《雷达技术丛书》，影响了几代雷达人的成

长。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年轻人陆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

领军人才，为我国预警机事业积蓄了发展后劲。

这是殚精竭虑的赤子深情——

直至耄耋之年，王小谟仍坚持上班，与年轻人一起讨论技

术问题。2022年，他领衔成立空基技术实验室，谋划推动预

警机事业转型升级。

“中国梦，往大了说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在我这里，就

是要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做到卓越。”他说。

王小谟离开了，他开辟的道路，后辈们还将坚定地走下

去。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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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游客在浙江
省台州市仙居县神仙居景
区南天顶玻璃观景台上游
玩（无人机照片）。中秋假
期，人们走出家门，乐享多
彩假日。

新华社发（王华斌 摄）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

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凝聚亿万人民为新中国发展

不懈奋斗。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之路愈走愈宽广，为民族复兴积蕴更基本、更

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人民至上

2024年2月，北京人艺经典话剧《茶馆》

再次登上舞台。自1958年首演以来，这部北

京人艺的“看家戏”始终经久不衰、一票难求。

《茶馆》不仅深刻刻画出旧时代的黑暗与

痛苦，暗示了新世界对当时民众的迫切性，更

以诙谐幽默的京味儿语言展现不同时代的风

土人情和市井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

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

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迈入大繁

荣大发展的新时代，文艺为人民，是贯穿新中

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读着《创业史》，

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心潮澎湃投入建设

大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听着《在希望

的田野上》，读着《平凡的世界》，看着《渴望》，

满怀热情投入时代洪流；进入新时代，人们在

电视剧《大江大河》、电影《流浪地球》中，感悟

一个大国的气度与创造。

75年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

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

化需求，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文化软

实力大幅提升。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从《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天

云山传奇》《庐山恋》，到《黄土地》《秋菊打官

司》《甲方乙方》《长津湖》；从《许茂和他的女

儿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白鹿原》，到

《繁花》《人世间》《雪山大地》……文艺创作者

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一系列精品佳作

回应时代主题和人民心声。

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

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55个、

博物馆21个。2023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

馆3246个、博物馆6833个。我国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提供了有力支撑。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展

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速兴起。

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129515亿元，文化服务业支撑

作用增强，文化新业态行业带动效应明显。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

待，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

化获得感、幸福感。

守正创新

1979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在中

国西北诞生。编创者们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

和彩塑中寻找灵感，将千年前的文化瑰宝编

排成动人心弦的舞台作品。

今年5月，《丝路花雨》迎来了首演45周

年。这些年，《丝路花雨》常演常新，将丝路风

情与敦煌文化带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

界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75年

来，我国着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体系，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

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华文化焕发新

的时代光彩。

薪火相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

脉——

不久前，“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

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59项世

界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不断拓宽，保护体系逐渐完善，保护成效日

益凸显，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目前，我国有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较1961年公布

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增

加了20多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1557个，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与古为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

命——

别具匠心的考古盲盒、精致可口的文创

雪糕……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文创

风”劲吹。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

精神气质。

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广受

关注，到《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如果国宝

会说话》等文博节目创新出圈；从创建国家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到支持各地建设非遗工坊

6700余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创新创造

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

扬帆出海，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2023年5月，中国与中亚五国领导人“长

安复携手”。在赠送中亚国家元首的礼品中，

有一件“何尊”。透过西周何尊铭文“宅兹中

国”，世界更加理解“何以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同社会主义

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改革

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交流、文化贸易

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令中华文

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数据显示，2009年至2021年，我国文化

服务进出口规模由177亿美元增长至1244亿

美元。《琅琊榜》《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影视剧、

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收获大量“粉丝”，海外

中文学习人数超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

文人数近2亿……文以载道，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立心铸魂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

络绎不绝的观展者。从2021年6月18日开

馆以来，接待观众数百万人次。

这座承载百年峥嵘记忆、彰显新时代恢宏

气象的殿堂里，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展板、一张

张照片，记录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标识。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

贫攻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滋养着中华民族心

灵家园。

75年砥砺奋进，75年英雄辈出。

前三分之二人生用钢枪保卫人民、后三

分之一人生用锄头造福人民的开国将军甘

祖昌，“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的石油工人王进喜，“最高境界是爱人

民”的援藏干部孔繁森，用无私的爱心和智

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人生梦想的“燃灯校

长”张桂梅……牺牲、奋斗、创造，从革命年代

“取义成仁今日事”，到改革岁月“贫穷不是社

会主义”，再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新中国的英雄模范以

实际行动诠释和光大中华民族品格风范。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75年来，我们党始终注重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

抓精神文明，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促

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立志气、强骨

气、筑底气。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凝

聚中国力量。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要求

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

对党长期践行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的科学提

炼，为中国精神注入了新能量。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一

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中华大地落地开

花，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长城、大运河、

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贯通文

脉、彰显自信。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壮大网上主流舆论

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深化网络生态

治理，“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

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巍然耸立。

沿着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之路踔厉前

行，新时代中国饱蘸历史笔墨，挥写中华文化

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文化发展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周玮 王鹏 徐壮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