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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7月12日，中宣

部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

电影艺术家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来重要

回信，向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致以诚挚问

候，对电影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

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电影工作者的

亲切关怀、对电影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

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和有力鞭策。重要

回信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感染力，为

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建设电影强国提供了

遵循。

与会代表表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同学习实践习近平文

化思想结合起来，勇担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

信，以光影礼赞时代、讴歌人民，用精品佳作

彰显中国精神、赓续千年文脉，为繁荣发展文

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与会代表表示，要向老一辈电影艺术家

学习，崇德尚艺、潜心创作，推出更多匠心之

作、经典之作。要营造良好的电影生态和环

境，推进电影行业科技创新应用，加强电影人

才培养，推动中国电影繁荣发展。

中宣部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

这是贺兰山下一处举世无双的壮美景

观——

平旷的山前戈壁上，9座陵塔有序分布，

以层峦叠嶂的贺兰山为背景，共同组成天人

和谐、苍茫一体的西夏陵区。

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

项目“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

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

往事千年。走过这片古老土地，拂去层

层历史烟尘，一段繁荣璀璨的历史被记起，一

个多元一体的中国被印刻。

雄山峻陵

20世纪30年代，一位德国飞行员在宁夏

银川飞掠过贺兰山。山前的几个“土堆”兀然

而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由得用相机

记录下眼前奇景。

这几个当时人迹罕至、也无人知晓来历

的“土堆”，正是如今为全世界瞩目的西夏

陵。陵塔巍峨壮观，既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

与尊严，又与恢弘的贺兰山形成了一种和谐

庄重的壮美，反映着建造者高超的工程水平

和谨严的营造理念。

“1972年，宁夏文物部门经过调查，确认

这处遗址就是建造于公元11至13世纪的西

夏陵，并陆续发掘了6号陵等，取得大量考古

认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柴平

平介绍，西夏陵西北傍高山、东眺黄河，背山

面水、地势高敞、面向开阔，这个区域洪水危

害较轻、地质结构紧密、地下水位较深，为西

夏陵选址提供了重要地理基础。

作为申遗项目的“西夏陵”，划定的遗产

保护区近40平方公里，遗产缓冲区超400平

方公里，规模十分宏大。它包含9座帝陵、

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

防洪工程遗址，还包括陵区出土的7100件馆

藏文物与遗址上的大量建筑构件残件。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西夏陵总体保存情

况良好，目前状态与德国飞行员当年拍摄的

照片相比区别不大。这既与当地自然地理因

素有关，更得益于中国多年来持续加强监测

保护工作。”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

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

人陈同滨说。

建立西夏陵整体保护格局，是申遗的第

一步。

2011年，“西夏陵”申遗工作启动；2012

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并作为申遗重点培育项目，持

续加大支持力度，指导完成9座帝陵、43座

陪葬墓保护工程，建立安防工程和监测系

统，实施陵区防洪工程和环境整治，与敦煌

研究院联合开展土遗址保护科研并取得重

要进展。

14年的艰辛工作，在此次申遗过程中得

到普遍肯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认可西夏陵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高度赞

赏中国政府在西夏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

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

从古老岁月中走来，巍巍西夏陵安然伫

立，只待人们释读其中奥秘。

承唐仿宋

理解西夏陵，离不开对西夏历史的回溯。

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原属羌人的

一支。唐朝时，党项集中到今甘肃、陕西、宁夏

一带，与中原文化的接触渐多，社会生产有所

发展。1038年，党项首领元昊称大夏皇帝，定

都兴庆府（今银川），史称西夏，延续近200年。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上，一件出土于西夏陵6号陵的绿釉鸱吻十分

显眼。作为西夏陵的一个建筑构件，它形体

高大，既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鸱吻相似，又具

有龙头比例更大、鱼尾分叉等方面的独创性。

从一个鸱吻，便可一窥西夏当时基于不

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产生

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

细看西夏陵，这种“融汇”的造物比比皆

是。

比如，西夏陵的选址借鉴北宋盛行的《地

理新书》中陵墓选址山水形胜观念，反映出中

国传统陵墓择地的一般性原则；西夏陵在保

持了唐宋以来陵城内置上宫的基础上，将供

墓主灵魂生活起居之用的下宫以陵城内的陵

塔代替；在陵城中轴线外，西夏陵以献殿、墓

道封土、墓室、陵塔构成北偏西的另一条轴

线，融合了党项民族“鬼神居中”、以避鬼神的

传统信仰。

在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看来，西夏

陵的上述特点见证了西夏在承袭唐宋帝陵陵

寝制度、传统木构建筑形制做法以及儒学理

念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党项、吐蕃、回鹘、契

丹、女真等多元族群文化传统所形成的陵寝

制度。

另一方面，西夏西控河西走廊、连通西域

地区，东接黄土高原、连通中原农耕地区，正

处于丝绸之路关键位置。

“西夏陵学习自中原的减柱造、移柱造做

法，以及中原本土未见的阙门、转角等处圆弧

形造型等，充分展现西夏在中原与西域之间

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同

滨说。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直接为中国历史

上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

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

中继枢纽地位，正是“西夏陵”入选世界遗产

的重要理由。

多元一体

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

的，西夏历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乍看是汉字，细看却不认识——在西夏

陵，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残碑。这种文字形制

和汉字相近，以汉字的字形和构造方法为基

础，共有6000余字。

西夏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史金波认为，西夏文这一创造，充分说明西夏

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特殊的贡献，显示出中华

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

史书记载，西夏的中书、枢密、三司、御史

台等机构均借鉴宋朝设置，甚至连“开封府”

这种地域性很强的官衙名称也照搬，作为都

城兴庆府的府衙。

“宋辽夏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相继进入

农牧交错地带或农耕区，逐渐放弃传统游牧

生活，开始转向农耕和半农半牧生活，这本身

已是一种文化认同。”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

院院长杜建录说。

眼下，西夏陵进入游览旺季。游客们通

过景区设置的透明复原示意图远眺，想象着

当年陵塔上的木构建筑何等壮观，当年的西

夏何等富饶。

向东更远处，黄河奔腾、穿城而过。这条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过包括西夏在内的

无数王朝，见证着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

“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西夏文化是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史金波

说，持续对西夏陵进行研究发掘，将有助于丰

富西夏文物资料，填补历史研究空白，让人更

懂何以中国。

如同一种召唤，成为世界遗产的西夏陵，

正期待人们来此寻迹：中国历史如此鲜活、中

华文明如此灿烂。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在 西 夏 陵 寻 迹 中 华在 西 夏 陵 寻 迹 中 华
新华社记者 徐壮

7月12日，游人在位于

陕西省宜川县的黄河壶口瀑

布旅游区参观（无人机照

片）。

近日，位于陕西宜川县

和山西吉县交界处的黄河壶

口瀑布旅游区迎来大批游

客。受上游降雨增多等因素

影响，近期黄河壶口瀑布水

量充沛，流量大幅提升，呈现

金涛拍岸的景观。

新华社发（赵哓罡 摄）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12日电（李国利 邓孟）天舟九号将

于近日择机发射，船箭组合体12日转运至发射区。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当日上午，天舟九号货运

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

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

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天舟九号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据新华社济南7月12日电（记者叶婧）根据山东省临沂市兰山

区联合调查组11日发布的情况通报，对于网传当地一饭店因拍摄

发布菜品视频被认定为“违法广告”并面临高额处罚的事件，兰山区

相关部门已于5月12日决定不再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当事人。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该饭店经营者因拍摄菜品“蛤蟆汤”

视频，被兰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违法广告”，并下发了

拟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告知书》。此事在互联网上引发

“天价罚单”质疑。

据通报称，兰山区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经初步调查，

2025年2月15日，当事人涉嫌在网络发布使用国家禁止食用的

动物中华蟾蜍（俗称蛤蟆）加工菜品的视频。3月17日，兰山区

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并于3月24日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3

月27日，当事人向兰山区市场监管局提交了陈述申辩相关资

料，并主动删除相关视频。5月12日，兰山区市场监管局综合具

体事实和危害程度，决定不再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当事人。

山东临沂通报“拍摄发布菜品视频
被 罚 45 万 元 ”事 件 处 理 进 展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刘开雄 申铖）记者12日从

财政部获悉，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中央财政农业

生产防灾救灾资金1.97亿元，支持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

庆、贵州、云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受灾地区积极应对洪

涝、台风等灾害影响，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该资金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灾损农业设施修复、农田

疏渠排涝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减少农业生产损失，助力

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财政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1.97亿元

7月12日，重庆梁平机场，一架执行短途运输航线任务的飞
机起飞。近年来，重庆市梁平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风口，不断丰
富短途通航、观光旅游、农林植保、动力滑翔伞体验等“低空＋”
应用场景，低空经济业态持续上“新”。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上接第一版）
松花湖的巧思，在于让“滑雪场”隐身。它不强调“这里曾

是滑雪场”，而是用日出承接登山者的期待，用森林清凉延续滑

雪季的吸引力，连冬天的缆车都成了穿梭草木间的观景台。这

种“去滑雪场化”的转型，让这片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发现。

长白山麓：全域联动下的“避暑经济大舞台”

7月5日至9日，省内多地气温超30℃，但记者一路走访

长白山麓的滑雪场，感受到的却是山野间涌动的清凉活力。

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推出东北三省游客专享套票，把

机票、酒店、景区门票打包成“千元避暑套餐”。“去年夏天接待

26万人次，今年预计突破30万人次。”长白山华美胜地市场总

监类雁文说，周边客群的复游率超60%，“他们爱上的不只是

滑雪场，更是吉林的夏天。”

在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森呼吸计划”推出森林徒步、

星空观测等活动，与冬季滑雪形成“四季菜单”。

滑雪场的夏日热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

6月中旬，吉林省“高考准考证享旅游优惠”话题冲上热

搜：净月潭门票半价，朱雀山免首道门票，高句丽文物古迹景

区直接免票……一系列政策像催化剂，让年轻游客涌向山野。

这种全域联动，破解了一个行业困局：单一滑雪场的转型

再成功，也难敌“季节性疲劳”。

一位光顾松花湖的游客，可以白天在大青山看日出，傍晚

去市区品尝江鲤鱼，第二天再去朱雀山徒步——滑雪场成为

“中转站”而非“终点站”。吉林省把“滑雪场的夏天”纳入全省

避暑经济的大盘子，让滑雪场地处的山林、湖泊、湿地，与周边

的历史古迹、城市景观联动，让它的生命力绵延不绝。

至今，我省已连续四年开展“滑雪场的夏天”主题推广，滑

雪场的夏日突围，早已超越“填补淡季”的简单逻辑。它更像

一场关于“资源再认知”的实验：当我们不再把雪地仅仅看作

滑雪的载体，当山林、湖泊、缆车都被重新赋予功能，所谓的

“淡季”，不过是未被发现的“旺季”。

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第二个
10年之际，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于7月
12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
阿尔巴尼斯成功连任总理以来首次访华，正
值中澳关系在两国领导人引领和双方共同努
力下持续改善发展的关键节点。双方期待以
此访为契机，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因应地区
和全球形势发展变化，共同拓宽中澳务实合
作之路。

过去三年间，中澳关系稳定下来、实现转
圜，并取得积极成果，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三度会
晤，两国总理成功互访。正是在两国领导人
的战略引领下，中澳各领域对话交流机制纷
纷重启，务实合作走深走实，人文交流持续向
好。两国间日益频密的往返货轮与航班、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澳方展台的繁忙景象、

两国人民在旅游和网络空间的友好互动等，
都是中澳关系回暖的生动体现。事实证明，
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得到
两国人民的坚定支持。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
发展中澳关系，致力于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向前发展。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已在澳
大利亚汇聚起多方共识，反映出社会各界期
待。当前，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第二
个10年，迎来又一重要发展阶段。中国大力
推进高质量发展，澳致力于提升生产力。从
两国发展的重点方向出发，聚焦共同利益，拓
宽合作途径，将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为地区和全球发展稳定注入
正能量。

中澳经济具有互补性。中国已连续 16
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
进口来源地。澳大利亚有着丰富的矿产资
源，农产品享有盛誉，在科技创新方面也有一
定积累。中国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

场，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充足的创新人才、丰
富的应用场景。双方加强合作，可以将互补
优势转化为两国共同发展的强健趋势。数据
显示，2022至2023财年，对华贸易使澳平均
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 2600 澳元，为澳创造
59.56万个就业机会，占澳就业总数的4.2%。
阿尔巴尼斯日前在谈到此次访华时说：“中国
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们25%的出
口流向中国。这意味着就业，而我的政府优
先事项之一就是就业。”

十年前中澳签署的自贸协定，为两国经
贸合作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站在历
史新起点，双方应以更开放姿态、更严格标准
对中澳自贸协定进行评估审核，不断夯实农
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基础，积极拓展人工
智能、医疗健康、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
领域合作增长点，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再上新
台阶。澳商业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布莱克认
为，对华关系是“与我们国家的成功深度相关
的伙伴关系”。澳商界在此访行程中将探讨

“与我们最大的经济伙伴建设更牢固的关系，
特别是在资源、能源和服务领域”。

中澳民间友好根基深厚，人员往来频繁，
人文联系密切。中国长期是澳最大国际留学
生来源国和最大海外游客来源国，目前在澳
有一百多万华侨华人，两国现有100多对友
好省州、姐妹城市。双方应进一步深化地方、
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积极推动两国
青少年交流，厚植中澳关系的民意基础，共同
书写更多两国民心相通的动人篇章。

中澳都是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在当今世
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之际，双方可以在
国际和地区议题上凝聚共识，在联合国、二十
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下加
强协作，共同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捍卫国际规
则秩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
定性。

推动中澳关系稳中有进正当其时。中澳
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只要双方坚持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中澳关系就一定
能够发展好。双方携手努力，加强高层引领，
增进政治互信，妥善管控分歧，聚焦共同利
益，将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既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将促进地区和世
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新华社堪培拉7月12日电）

让 中 澳 合 作 之 路 越 走 越 宽
新华社记者 章建华 齐紫剑

新华时评

新华社兰州7月12日电 甘肃省委省政府调查组12日晚

通报称，甘肃省成立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提级调查天水市麦积

区褐石培心幼儿园幼儿血铅异常问题。调查处置结果将及时

向社会公布。

通报称，调查组由甘肃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

省纪委监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卫生健康

委、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参加，并请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部委专家参与。国务院食安办派出工作组指导督办。

甘肃省提级调查褐石培心幼儿园幼儿血铅异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