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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文 化 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发展的文化，建设生态文化是实
施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
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
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

这 对 城 市 建 设 赋 予 了 新 的
内涵和指导意义。生态文明要
求我们保护城市环境和改善城
市生态，但并不局限于此，其核
心 是 人 、城 市 、自 然 的 包 容 共
生。生态文明的基础是生态文
化，它不仅是人类认知自然、感
悟自然、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
共 同 成 果 ，也 是 建 设 生 态 城 市
的 先 导 ，是 让 城 市 灵 动 和 绿 色
的巨大推动力。

城市发展的灵魂在于文化，
要打造凸显本地文化内涵和特色
的现代都市，只能依托文化，才会
有生命、有味道、有魅力。无论是
乡村建设、还是产业发展，将生态
融入文化，必将走出一条绿色崛
起的新路。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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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统文化 提升国家软实力

现年 82 岁的京剧表演艺术
家梅葆玖，关注的是传统文化教
育。他的提案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关于传统文化普及；二是对
幼儿进行礼仪教育。他说，应该
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让年轻人
多接触、多了解国粹京剧。梅葆
玖呼吁，关注青少年传统文化素

质培养，通过让孩子练毛笔字、多
听多唱京剧等方式，使优秀传统
文化走进青少年的心田。此外，
他建议孩子们可以多学习经典戏
曲。通过戏曲中的经典故事，让
孩子们学会仁爱礼智信、礼义廉
耻，从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
人文素养。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

代表委员如是说代表委员如是说

记者：广 元 市 如 何 结 合 当 地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资 源 ，培 育 营 造 具 有 广 元 特 色
的文化氛围？

答：广元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贫困山
区，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为了加快老区
发展，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生态立市”的
总体发展思路，大力实施低碳发展战略。
秉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在保证青
山绿水的前提中求发展。

2010 年，广元市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
关于确定 8 月 27 日为广元低碳日的决定，
成为全国首个地方设立低碳日的城市。广
元也是西部唯一接受联合国邀请，参加德
班气候变化大会的城市。

去年，广元经济保持快速增长，都得益
于对生态建设道路的坚持。目前，森林覆
盖 率 55.3%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40%，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到 99.7%。可以说，广元是一个风景优美、
环境良好的绿色小城。

记者：在保护和挖掘具有广元特色的
生态文化，加强广元特有的山水资源和传
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广元市有
哪些创新理念和实践作法？

答：广元非常重视培育公众的环境文
化意识，通过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在全市
营造生态文化的氛围。在硬件上，我们加
快了绿色廊道的建设，沿南河、嘉陵江建设
绿色廊道环线，形成自行车、步行通道，在
提升居民休闲环境的同时，逐步改善城市
交通环境。

为了鼓励群众低碳出行，我们不断加
快自行车交通配套设施建设，在市城区投
放公共自行车，现有 33 个站点，基本覆盖
了市城区。同时，随着绿色廊道的建成，实
现了自行车与机动车的分流，保证群众出
行安全。

此外，广元市区还有一个南河湿地公

园，是当地人的骄傲，因为它是四川省唯一
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是我国西部规模最
大的开放性城市湿地公园。以河流和河溪
湿地为主体，包括人工湖、退耕梯田等人
工湿地在内的复合湿地生态系统发挥着
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湿地生物多样
性和调节局域气候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是广元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常年
对市民免费开放。

在软件上，从市区到县区都设立了文
化站。市政府通过采购文艺剧目下乡，以
快板、小品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宣传生态理
念。在农业园区、旅游景区植入生态文化
墙、生态文化长廊，长效宣传生态文化。去
年，广元弘扬生态文化的原创歌曲《山水之
恋》，还获得了四川民歌节的银奖。

记者：在保护和挖掘具有广元特色的
生态文化、促进古村落保护方面，广元市有
哪些创新理念和实践作法？

答：一直以来，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文
旅兴市、统筹发展是广元的发展理念。古
村落保护，最核心的是让群众增收。群众
有了收益，乡村才留得住人，文化才能得到
涵养。为此，我们统一规划，通过发展生态
旅游，带动老百姓一起致富。全市大力推
行 智 慧 旅 游 ，2015 年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207.16 亿元，比 2014 年同期增长 30.53%。
猴年春节，广元共接待游客 173.2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5.63%；全市实现旅游收入 7.58
亿元，同比增长 23.86%。

广元有厚重的文化历史传统，我们在
规划和实施时，利用古村落原有的景观，保
持乡村的自然风貌，着力打造“业兴、家富、
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成片成带加
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现在，所建民居体现
了错落有致、依山傍水的川北民居风格和
感恩文化、环境文化、产业文化内涵。目前
已建各类生态小康新村 1787 个，有力地推
动了生态文化发展。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昭化古城。
昭化，古称葭萌，距今有 4000 余年的历史
和 2200 多年连续建县史，是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剑门蜀道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唯
一一座三国古城。

开发昭化古城，遵循的理念就是在保
护中开发。按照三国文化的历史风貌，整
个古城的建筑风格、建筑物内部的装修风
格，甚至店小二的服饰，都按照三国时期的
风格，原汁原味，很有特色。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
心主任阮仪三教授，在考察昭化古城后，
对古城建筑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古城
修旧如旧，保护完好，使古城的总体风貌
全面恢复，充分彰显了四川广元的文化气
质和历史底蕴。

画家李延声一直为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的 传 承 与 保 护 鼓 与 呼 。
今 年 ，他 又 向 全 国 政 协 递 交 了

“要对非遗传人增加补助”的提
案 。 李 延 声 认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是 民 族 的 根 和 魂 ，而 传 承
人 是 非 遗 的 主 角 ，是 非 遗 保 护
的核心和关键。政府在政策扶
持方面这几年确实取得了很大

成 效 ，但 离 社 会 现 实 需 要 还 是
有 一 定 差 距 。 他 曾 看 到 ，许 多
传承人把他们的项目及传承视
为 生 命 ，竭 尽 全 力 把 它 传 承 下
去 。 他 为 此 深 深 感 动 ，并 呼 吁
社会更多地扶持和帮助非遗财
产传承和保护。

◆本报记者张春燕

●画家李延声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市委书记 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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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燕、童克难整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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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绿色文化 建设美丽中国

江西省着力在弘扬绿色文化
上打造样板。大力倡导绿色价值
观，建立生态文明推广体系，让

“大生态”理念融入社会各领域，
形成人人尽责、共建共享的绿色
自觉，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
康的方向转变。抓好绿色生产
行 动 计 划 ，广 泛 开 展 节 约 型 机

关、绿色学校、绿色医院、绿色商
场、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等创建
活动，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
新风尚。广泛开展绿色新生活
运动，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低
碳化。积极举办具有江西特色
和影响力的生态文明普及活动，
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在赣鄱大地
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江西省省长鹿心社

云 南 省 将 大 力 弘 扬 绿 色 文
化。这是云南人民的传统，傣族
有一句谚语：没有树就没有山，没
有山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田，
没有田就没有人。大家很早就意
识到，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云
南哈尼梯田是世界遗产，而哈尼

梯田正是云南人民爱护自然、保
护自然的结果。生态环境良好是
云南发展的靓丽名片和独特优
势，绿色发展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遵循。努力让空气更加清新，水
更加洁净，是我们各级政府责无
旁贷的职责和使命。

●云南省省长陈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