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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
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其中，长城、大运河、长征是
国 家 重 点 打 造 的 三 个 主 题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 推 进 长 城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实 施 公 园 化 管 理 运 营 ，形 成 具 有
特定开放性空间的文化载体，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
实意义。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张妹芝建议，抓紧出台政策，明
确建设任务和要求。国家文化公园工作目前在思想认
识、工作目标、创建路径等方面尚不明确，需中央层面抓
紧研究出台相关建设方案，明确建设任务和要求，明确责
任部门和时限，以确保长城沿线省市与中央层面建设目
标一致，达到整体推进的效果。同时，牵头修订文物遗产
保护条例，深化对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和立法建议论证。

建立协同机制，加强统筹协调。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是一项跨省域、跨部门的系统工程，建议中央层面建
立健全工作协调协商机制，成立国家文化公园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相关部门、相关省市职责，推动保护修缮、文化
发掘、活化传承、环境提升、设施配套、文旅融合等工作有
机开展。

此外，张妹芝还建议，统筹 编 制 规 划 ，强 化 上 位 指
导 功 能 ；推 动 机 制 改 革 ，建 立 高 效 管 理 体 系 以 及 加 强
资 金 支 持 ，确 保 建 设 投 入 力 度 ，同 时 探 索 建立多元资
金投入机制等。

2012 年，国家文 物 局 完 成 了 长 城 资 源 认 定 工 作 并
发布认定结论。根据认定结论，我国各时代长城资源
分 布 于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等 15 个 省（自 治 区 、直 辖 市）
404 个 县（市 、区），各 类 长 城 资 源 遗 存 总 数 43721 处

（座/段）。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民间博物馆是“来自民间
的文化盛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和企业手
中的藏品不断丰富，民间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成为文化的新生力量，也是国有博物馆的良好补充。不
过建馆容易维持难，民间博物馆的发展，存在发展方向不
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赝品泛滥等问题，总体生存状态
不容乐观。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建议，尽快建立博物馆
文物鉴定和评估专家检索数据库，为藏品提供专业精
准 的 鉴 定 和 评 估 ；挖 掘 民 间 博 物 馆 的 社 会 教 育 功 能 、
文 化 传 播 功 能 。 通 过 建 立 官 方 网 站 、微 博 、微 信 等 平
台 及 时 发 布 宣 传 信 息 ，弘 扬 优 秀 文 化 传 统 。 同 时 ，创
新 发 展 模 式 ，强 化 市 场 营 销 意 识 ，深 度 挖 掘 文 化 衍 生
品，培育系列文创品牌，形成“以馆养馆”“以商养馆”
的良性循环。

在政府功能发挥方面，朱晓进建议，政府应改变单
一 扶 持 方 式 ，细 化 分 级 分 类 管 理 。 对 具 有 门 类 特 点 、
行 业 个 性 或 地 域 文 化 、民 族 唯 一 性 的 民 间 博 物 馆 ，以
及致力于抢救濒危文化遗产、填补某领域文化空白或
稀 缺 的 民 间 博 物 馆 ，给 予 必 要 和 适 当 的 资 金 倾 斜性
扶持。

同时，将民间博物馆纳入“十五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体系，鼓励社区以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开展区域
特色博物馆日活动等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
服务活动。此外，相关部门也要有计划地加强民间博物
馆人才建设，提供培训机会，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
增强民间博物馆的“软实力”。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历时两年打造的大型系
列纪录片《航拍中国》第二季 3 月 3 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多频道、多平台推出。第二季延续第一季“东西南北
中”的全方位布局，选取内蒙古、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四川、甘肃 7 个省区，将镜头聚焦 7 省区最具代表性的自
然、历史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用宏观鸟瞰与微观关注相结
合的影像语言，展示了中国大美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
生态环境，彰显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揭秘了“中国奇
迹”背后的创新动力。

作为我国有史以来航拍规模最大的航拍系列纪录
片，《航拍中国》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历
史人文景观、自然地理风貌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不仅
是 对 自 然 、历 史 和 人 文 之 美 的 展 现 ，也 是 对 新 时 代 的
赞颂。

据了解，在自然景观之外，《航拍中国》第二季主创团
队透过镜头着重描绘出当今的生活图景，引发观众的情
感共鸣。为了呈现更广阔空间的绚丽景观，节目首次利
用卫星采集数据，通过卫星影像辅以后期处理，用更为宏
观、新奇的视野为观众呈现卫星视角下的美丽中国；首次
使用 VR 摄影机在平面影像上进行特效呈现；采用了一
镜到底场景飞行拍摄等手法。

《航拍中国》计划拍摄 34 集，每集 50 分钟，覆盖全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一 季 于 2017 年 播 出 ，累 计 电 视 播 出 500 多 次 ，观 众 规
模 超 过 3 亿 ，成 为 向 世 界 展 示 中 国 形 象 、讲 述 中 国 故
事的亮丽名片。

俯瞰美丽中国 见证大好河山

《航拍中国》第二季开播

朱晓进委员建议

加强民间博物馆建设管理

张妹芝委员建议

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李承峰

行走在哈尼族的村寨，犹如置
身于一幅山水林田湖的图画中。仰
望山上，那是一众郁郁葱葱的森林
矩阵；俯瞰山谷，那是一览层层叠叠
的壮美梯田。那经流不息的汩汩清
泉，把森林、村寨、梯田、河流完美地
融 合 在 一 起 。 山 高 水 长 ，千 年 时
光。哈尼人乘自然之势，斧人工神
力，坚毅地演绎了一部由游牧民族
到农耕民族嬗变的文化历史，创造
了壮丽美奂、生态智慧的人类农耕
文明奇迹——哈尼梯田。

“四度同构”的生态智慧

追本溯源，哈尼族是一个迁徙
而来的民族。他们原是长江、黄河
上游甘川藏结合部的高原古氏羌族
群落。因为战争，其中一部沿着怒
江、澜沧江、金沙江等高原河谷向温
暖的、水草丰足的、森林茂密的南方
迁徙。一路上，经四川盆地到云贵
高原，再从大理到昆明，以不断埋藏
武器的方式向人示好，忍辱负重、委
曲求全，希望能有一块容身之地，最
终在哀牢山停住了脚步。

古往今来，迁徙总是一个沉重
的话题，或为了生存，或迫于无奈，
九死一生。但是，几乎所有成功的
迁徙背后都有奇迹的产生。

对于哈尼人来说，哈尼梯田就
是迁徙带来的奇迹。那支走入密林
的羌族部落渐渐融入当地，一支被
称为“和夷”的新兴农耕民族在部落
消失的地方崛起。一层一层的梯田
向山脚下延伸，一捆一捆的禾谷背
上山去，从此世世代代千年不息。
用哈尼人自己的话说，梯田就是哈
尼人，哈尼人就是梯田。那一条条
的田埂是他们的筋骨，那一田田的
红泥和流淌的清泉是他们的血肉，
那一枚枚摇曳的稻谷和一尾尾游动
的鲫鱼是他们的灵魂。

清晨，我行走在冬春交季的梯
田里，呼吸着新鲜湿润的空气，聆听
着 汩 汩 的 流 水 ，感 受 着 光 影 的 世
界。“吸一口吧！”热情的哈尼兄弟递
过来一个水烟筒，并用一根点火绳
帮我点上，由于吸的劲大、回的气
快，结果造成了烟筒反水。

水，是这里的主题，是串联“四
度同构”的纽带。水从高山森林而
下，滋养村寨的人们，然后依次浇灌
梯田，并沿层层梯田汇入江河。江
河中的水在亚热带气候的作用下，
升腾凝结重新回到森林，循环往复
如此千年。生态学家把这种森林、
村寨、梯田、河流同框在一个画面中
称为“四度同构”。

当年，哈尼族的先人选择在海
拔 800 米~2500 米的高山区段停下脚
步，是迫于无奈。然而，没有当年的被
迫，也就没有今天的奇迹。当哈尼人
在山林中与自然对话、为生存而战的
时候，他们学会了顺应自然、利用自
然，而不是破坏与污染。在当前生态
环境面临巨大压力的形势下，哈尼人
的生态智慧给了我们足够的启发
——面对自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自然天设大美梯田

大美梯田美在自然，更美在孩
子们心中的那份纯净。在哈尼梯
田，我看到一个彝族女老师带着一
群哈尼族孩子走在田野中，追逐嬉
笑、迎风浴晒，在老师的指导下每个
孩子创作了一幅自然之画。

据介绍，哈尼族的孩子从小做
的游戏就是制作梯田，男孩子每人
一把小锄头，在地上模仿大人开梯
田。虽然是玩耍，但是和大人们开
梯田的程序完全一样。先开水渠引
水，然后筑起层层的田埂，把水引进

“小梯田”里。女孩子则各背一个小
笆箩，在开成的“梯田”里面玩捉黄

鳝、摸泥鳅的游戏。
真正的美丽不是画出来的，哈

尼梯田作为经典的农耕文化和典
范，隐没在山林之中，镶嵌在自然之
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美。

千百年来，哈尼人用双手在大
自然中“打磨”和精心“雕琢”的哈尼
梯田，是一种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大
地艺术，其线条、韵律、节奏无不浸
透着人文之美和自然之美。

置身哈尼梯田，白天阳光照射
熠 熠 生 辉 ，夜 间 繁 星 闪 烁 银 河 九
天。那种美丽让人真实、令人陶醉，
使人敬畏。它犹如“天梯”，层层阶
阶，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弯曲婀娜，
从山脚下到山顶端，从这山连到那
山，田埂千回百转，通往山寨、通往
森林、通往河流、通往未来。“一山分
四季，十里不同天”。春天像一块块
绿茸茸的地毯，夏天似一阶阶澎湃
着的绿浪，秋天如一幅幅金色的水
墨画，冬天则变成了一面面明亮的
镜子，映出山林的妩媚、耀出云雾的
灵动、照出天地的永恒。

然而，青翠碧绿，金色满园，千
池叠瑞，这只是她的表象。千年生
态智慧更体现在高山湿地对自然生
态的呵护中。

当年，哈尼族的先民来到这里
时，由于连年山洪使水土大量流失，
为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他们开始
修埂筑坝，就势弯曲、层级设置、减
缓冲击，渐渐补救了大自然的不足，
慢慢形成了可以耕作的梯田。由此，
也造就了一块巨大的高山人工湿地，
不仅实现了蓄洪防旱功能，还发挥了

调节气候的作用。前些年，云南遭遇
百年不遇的大旱，哈尼梯田水量丰沛
竟然不受影响，尤其是梯田生长的红
稻米竟然基因千年都不退化，而且对
化肥等极其敏感，一旦施肥便生稻
瘟病，是实实在在的天然绿色食品。

因而，大美梯田，不仅美于景
观，更在于生态智慧的内涵；大美梯
田，不仅在于收获，更在于与大自然
的和谐共生，大美梯田宣示了如何
让生命与自然一起达成永恒。

我们为哈尼梯田而歌，因为她
顺应了自然养育了一代代哈尼人；
我们为哈尼人而歌，因为他们创造
了人类的奇迹为世界贡献了绝顶的
生态智慧。

一首永远的歌

“耕田要像土狗打洞，不怕烂泥
沾在身上。做活要像黄牛犁地，再
苦再累也不消忙。”这是哈尼族人栽
秧时唱的歌。每当春耕时节，他们
就会一边插秧，一边唱歌。那清脆
嘹亮、委婉动听的歌声在田野中飘
荡，使人焕发精神，不仅唱出了劳动
的干劲，还唱出了人们对五谷丰登、
幸福生活的向往。

这就是他们的生产歌。在哈尼
族，有一套关于自然山水、动物植物、
生产生活和经验智慧的完整的民间农
业生产文化知识体系，简化为《哈尼族
四季生产调》，包括“引子、冬季、春季、
夏季、秋季”五个单元。“引子”部分强
调祖先传承下来的四季生产歌对哈
尼族的生存所具有的意义。其他四
个部分按季节顺序讲述
梯田的耕作程序、技术
要领，以及与之相应的
天文历法知识、自然气
候变化规律、节庆祭典
和人生礼仪规范等。

这些知识往往是在
师徒、父子、母女中间，
用口传心授、言传身教

等方式，在梯田里、火塘边、酒桌上、
染布坊等场所进行传授。一年又一
年、一代又一代，就这样哈尼农耕生产
生活在四季轮回中传承了千百年。

然而，这些年，很多哈尼族的年
轻人走出了寨子，走向了城市，融入
了现代城市的生活大潮中，只偶尔在
过年过节和农忙时回来。留在寨子里
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孩子，男人
们挽着宽腿裤、手持镐头，面朝水田
背朝天地修葺着田埂；女人们则背
着笆箩筐在田里，要么捡拾泥鳅，要
么服侍田埂。有些梯田的埂已经很脆
弱了，一旦有一个溃坝就会引起连
锁反应，尤其是雨季的时候。千年
农耕文明，面临着无人可守的局面。

让我们欣慰的是，哈尼梯田被
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一批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
重新回到寨子，他们将担负起新的传
承责任与使命。在扶贫攻坚中，他们
有的担任了寨子的书记，有的被选为
村主任，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多年轻
人开始考虑返乡耕耘这份乡愁。

“布谷、布谷”。春天来了，一只
布谷鸟从遥远的天边飞来。《哈尼族
四季生产调》又将重新唱起来，希望
这首生产调可以永远地传唱下去，
让智慧延续、让奇迹延续。

作者简介：
李承峰，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宣传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曾发表《根植于生态文明沃
土》、《天边上的那条路》等多篇党建
文章和文学作品。

熠熠生辉的生态智慧

文化快讯

两会关注
LIANG HUI GUAN ZHU

“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
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
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
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
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3 月 4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
委员时的讲话，在生态文化领域相关工作者
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令人鼓
舞，催人奋进，吹响了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精神激励的进军
号角。

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与时代同步
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
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
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
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
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
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身为生态环保领域 30 多年的老兵，山西
环境保护作家协会主席李景平听了总书记的
讲话，感到重任在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也进入了新时代。尤其是生态文学及艺术创
作，具有培根铸魂的作用，是当前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在李景平看来，当前我国生态文学创作
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现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
的优秀作品，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
创作的《那山，那水》、知名生态文学作家哲夫
创作的《水土》等。但是，与当前生态文明建
设的时代强音以及人民群众深刻广泛急切的
需求相比，当前生态文学创作还有很多不相
称的地方。

李景平表示，生态文学作品要把握生态
文明时代脉搏，书写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历史、过程以及进展、成效，记录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这场广泛而深远的人民行动，为
生态文明新时代画像、立传、明德。“这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李景平说。

时代赋予人责任，更赋予作品生机与活
力。那些把握住了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创作出来的作品，不仅有价值、有意义，更有
生命力。

对此，知名动漫品牌“茗卡通”创始人王晓
娜感受十分深刻。近几年，“茗卡通”携手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推出了“萌地球”以及《嗨！我
是地球》等一系列环保动漫形象与作品，引发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群众的热烈好评。
“首先在《萌地球》环保动漫的故事创作

选材上，我们结合了当前生态环保工作的实
际，如治污攻坚、环境科普、‘美丽中国’我是
行动者’主题实践等；其次在开发形式上也与
时代同步，如结合新型媒体做矩阵式传播、结
合动漫 IP 开发各种环保科普文创产品，让环
保科普走进当代人的娱乐和生活中。”王晓
娜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

谈到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印象最深的一
句话，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脱口而出：“以人
民为中心。”

这短短的几个字，也是商务印书馆教科
文中心大众文化编辑室主任余节弘最深刻的
认知与体会，他认为这是他工作的源泉和中
心。这几年，他和同事策划出版了包括《看不
见的森林》《种子的故事》《一平方英寸的寂
静》等在内的一系列译作和本土博物作品，深
受广大读者好评，具有广泛的行业影响。

之所以能够推出这么多精品，余节弘坦
言，这是因为常年联系读者、扎根一线、与自
然科学工作者等保持联系、勤于实践的结果。

余节弘说：“只有了解人民群众，也就是
读者的需求，了解一线创作者正在经历的事
情，才能够挖掘出满足读者需求、具备思想深
度的好作品。”

所以，商务印书馆不断深挖读者需求，将
图书分成了若干层次，既包括用于指导博物

实践和认知的图谱手册、针对青少年自然教
育 的“ 自 然 观 察 ”系 列 ，也 包 含 了 国 内 本 土
博 物 写 作 的“ 自 然 感 悟 ”系 列 ，以 及 由 影 响
力较大的国外博物著作构成的“自然文库”
系列。

今年，他们希望继续深化原有系列，在延
续知识性、趣味性的同时，更加注重思想性，
引发读者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热爱以及发自内
心的反思、共鸣与行动。“只有这样，（我们的
工作）才算做到位了。”余节弘说。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王晓娜也更加坚定
了创作、创新的方向，那就是继续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深化原有作品，开发新的产品，让爱
地球的理念能植入到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的内心，让本该人人参与的环境保护变成无
需提醒的自觉行为。

“我们用 5年时间创作了‘萌地球’形象与
动漫，又用 3年时间和专家一起研究相关产品
研发，深刻感受到了读者对我们的喜爱，也感
到了身上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们将以总
书记讲话为引领，结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时代
需求，不断创新，为普及公众环境意识、助力
污染防治攻坚战贡献力量。”王晓娜说。

李景平也表示：“经典流传的作品是要以
人民为中心创作的，要始终把人民的需求放
在心里。”身为创作者，接下来，他将继续深
入一线，扎根于广泛的人民群众，希望创作出
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态文学作品。同
时，他也希望，生态环境部门多出台一些支
持、帮助、培育、繁荣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学创
作的举措与行动。

把握时代脉搏 以精品奉献人民
——生态文化领域相关工作者畅谈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心得

◆本报记者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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