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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5月2日电 （记者
王建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2
日呼吁国际社会严格遵守国际法，采取
措施保护冲突地区文化遗产。

耿爽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遗产”
阿里亚模式会议上表示，为保护冲突局势
中的文化遗产，国际社会制定了多项国际
公约，安理会还专门通过了第2347号决
议，这些法律文书应得到有效遵守执行。

耿爽说，文化遗产延续民族精神、
传承国家文明，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蕴藏无数珍贵
文物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就惨遭洗劫。
2014至2017年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将摩苏尔和巴尔米拉的许多文化遗迹沦

为废墟。中方谴责一切在武装冲突中破
坏文化遗产的举动，呼吁国际社会团结
协作共同制止和打击这种行为。

耿爽表示，要化解对抗冲突，这是
保护冲突地区文化遗产的根本之策。要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等政治手段解决争
端，加大斡旋调解力度化解矛盾，推动
和平和解，消弭仇恨敌对。要加强国际
反恐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行径，恢
复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耿爽说，文明隔阂是文化遗产遭到破
坏的重要原因，交流互鉴是保护文化遗产
的有效途径。中国领导人提出全球文明倡
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国际人
文交流合作。国际社会应推动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
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尊重并珍惜人类文
明的一切成果，人类文化的一切遗产。

耿爽呼吁推动文物返还，强调这是
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也是文化财产原
属国人民不容剥夺的基本文化权利。中方
坚持对非法出境文物进行追索的权利，将
继续依照相关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定，
追索非法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耿爽表示，作为文化遗产大国，中国
积极参与“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
工作，于今年 4月推动成立亚洲文化遗
产保护联盟并设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基金”。中方将继续同各国一道，共同守
护好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和共同记忆。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
回信，提出殷切期望，并在五四青年节
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的
祝贺。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大家通过学
校设立的科技小院，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

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
问，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你们在信中说，走进乡
土中国深处，才深刻理解什么是实事求
是、怎么去联系群众，青年人就要“自找
苦吃”，说得很好。新时代中国青年就应
该有这股精气神。党的二十大对建设农业
强国作出部署，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脚

踏实地，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
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
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省曲周
县探索成立科技小院，把农业专业学位研
究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在完成知识、

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研究解决农业农村发
展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农业高层次人才，
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目前，该校已
在全国 24 个省区市的 91 个县市区旗建立
了 139个科技小院。近日，中国农业大学
科技小院的学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他们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了为农
业强国建设作贡献的坚定决心。

4月25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正式成立。
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进一步夯实共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我们山水相连，人文相亲

亚洲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孕育并保有着极其丰富的文
化遗产，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创辟荒途，中开正路，丝路胡笳声，大漠驼铃远。向海而生，
梯航万国，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2000多年前，起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跨山越海，沿绿洲和
帕米尔高原通往中亚、西亚，绵延到非洲和欧洲。如今，灿若繁星
的文化遗产散落在“一带一路”沿线，千年古城西安与大马士革
遥相呼应，东方大港广州扬帆通海两千年。

一处处文化遗产、一个个文明遗珍交相辉映，激荡出亚洲文
明交流互鉴的回响。

——殷墟甲骨文与苏美尔楔形文字，一笔一划里勾勒出人
类文明的雏形；双槐树遗址牙雕蚕与泰德穆尔纺织品，丝绸源流
间诉说着文明触角的延伸。

——敦煌莫高窟与柬埔寨吴哥窟，相望无言中沉淀着海丝
沿线文明兴衰的历史反思；“南海Ⅰ号”与“郑和《布施锡兰山佛
寺碑》”，扬帆远航里见证着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流互惠。

——龙泉青瓷与高丽青瓷，水光潋滟中荡漾着古韵芳华；中
国皮影与印尼皮影，灯影交错间摇曳着前尘影事。

我们命运相依，相向而行

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倡议开展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4年来，各方积极响应、共同努力，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
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中吉联合考古红河古城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中孟
联合发掘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中印合作调查印度西南沿海古代
港口与城址，中沙合作开展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

——为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孩子点亮“丝绸之路上的
友谊之灯”；与尼泊尔木雕匠人一起，“像爱护神的眼睛一样”修
复九层神庙……

——接力巡展“阿富汗珍宝展”，用文明的力量守护文明；
“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文明‘叙’语——古叙利亚文明特
展”，呈现多元文化交汇下的多彩文明……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成为凝聚亚洲共识，推进亚洲文明
交流互鉴的新增长点。中国与亚洲各国一道，助力探究亚洲文明
脉络、促进文化遗产保护、架起民心相通桥梁。

如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正式成立，为亚洲文化遗产保
护行动走向机制化运行注入新动能，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
支撑。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西安宣言》发布，各方将以“全
球文明倡议”为新契机，将联盟建设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
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正式启动，将对联盟框架下的
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文物展览展示等
项目进行资助和支持，提供持续动力。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揭牌，将秉承“考古、合作、共
享、传承”的发展理念，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

从顶层设计、基础保障到平台机制，体现了亚洲文化遗产保
护联盟务实合作的广阔愿景。中国将在
联盟框架下，同亚洲各国携手构建全球
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

本报讯 日前，“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筹备
工作推进会在福州再度召开。会议听取了福建省文物局、福建
博物院关于主会场各项活动筹备工作相关情况的汇报，集中研
究讨论，并协调相关事宜，明确职责分工。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书记、厅长林向东，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
局长、福建博物院院长傅柒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 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2023年“5·18国际博物
馆日”中国主会场设在福建博物院，福州市为主会场活动举办城
市，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福建
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物局、福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博物馆
协会、中国文物报社联合承办。几个月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悉心指
导下，在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筹备工作正按照“办出
国际视野、中国声音、福建特色、福州味道”的目标有序进行。

针对主会场活动筹备情况，林向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
示，“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是国家高层次官方活
动，要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全力保障活动顺利开展。要加强统
筹活动整体安排，加强宣传意识。要抓紧进度，把有关工作做到
前头。要全盘考虑方案可行性，并持续打磨完善，落实相关细
节。要加强沟通协作，提高工作效率。要树立精品意识，做成精
品工程，达到精彩效果。

傅柒生对做好主会场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必须
提高站位，在全系统率先作为，全力以赴做好主会场活动，务求
取得实效。要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对主会场活动方案进行
分解细化，并做好相关预案制定。要落细落实见成果，对各个节
点上的重要活动，需经常性地进行检查和布置提升，对施工进
程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完善。要加强统筹协调，特别就安全
问题要做好应急预案。

会上，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福建博物院及相关
处室负责人，部分厅属文博单位和福州市政府、福州市文物局
等负责人也围绕强化协作配合、活动方案、开幕式、陈列展览、
媒体宣传、后期保障、博物馆之夜等多方面工作进展进行了详
细介绍，同时提出了需要明确、协商解决的问题，并就下一步工
作计划进行了部署。 （陈星宇 陈硕凝 李雨晴）

中国代表呼吁保护冲突地区文化遗产

习近平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信强调

厚 植 爱 农 情 怀 练 就 兴 农 本 领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文博单位
人气飙升、流量拉满，一大批公众选择走进
博物馆、纪念馆、考古遗址公园等文博场
馆，触摸历史，感受浓厚的节日文化氛围。
各地文博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调控、周到服
务，假日期间“不打烊”，为观众提供了一场
场文化盛宴。

热情高涨
博物馆里接受文化熏陶

“五一”假期，多地文博单位接待观众
人数均创历年同期人数新高度。故宫博物
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北京

地区热门文博单位出票即“秒空”；黑龙江
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全面对外开放，接待观
众总人数超过 74万人次；江西全省博物馆
客流超 220.3万人次，其中瓷都景德镇、革
命圣地井冈山等热点旅游城市和景区的
大中型博物馆接待人次较 2019 年大幅飚
升，增幅超151%至410%……强烈的文化需

求，在这个“五一”得到了极大释放。
5 月 1 日，首届北京博物馆活动月

在 中国铁道博物馆拉开帷幕，重点推
介 了北京市内近 300 场展览、1000+件
线上文物。天津市文博场馆纷纷举办
主 题 展览，延长开馆时间，让广大观众
乐享文化大餐。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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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组织 周到服务“五一”文化盛宴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杨亚鹏

“5·18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主会场活动新一期
筹备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李瑞报道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广大劳模先进的示范引领作用，中
华全国总工会决定，授予207个集体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授予
1035名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授予 1044个集体全国工人先
锋号。国家文物局交流合作司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
文物追索返还处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中华全国总工会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
惜荣誉、永葆本色，再接再厉、接续奋斗，始终走在前、作表
率，在新的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号召全国广大职工，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受到表彰的先进模范为榜样，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国家文物局交流合作司
文物追索返还处

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春和景明，古都西安迎来文化盛事。两千年前
一支使团从这里出发，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
使不同文明紧密相连；而今，来自 20余个国家、语
言不同却有着相似亚洲面孔的宾朋，循着文化交流
交往的足迹汇聚于此。

4 月 24 日至 26 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
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大会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
物局、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亚洲22个国家和
3个国际组织的150位代表共聚一堂。会上，亚洲文
化遗产保护联盟正式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
启动，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挂牌，《亚洲文化
遗产保护联盟西安宣言》发布，大会在如何更好地
传承亚洲文明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振奋精神：一封贺信指明方向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是落实习近平主
席提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国际倡议以来
举办的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线下国际会议。4
月25日，大会开幕伊始，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致贺信：“亚洲文化遗产保
护联盟的成立，有利于加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深化亚洲文明交流，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为人
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中国愿在联盟框架下，同
亚洲各国携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积极
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构建全球文明对话
合作网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
类文明发展进步。”现场一时气氛热烈，与会代表
倍感振奋。

大会闭幕不足一小时，国家文物局立即召开专
题会议，组织在西安参会人员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
彻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提出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热潮，紧紧聚焦习近平主席贺信中明确的古代
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重点
内容和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的重要部署，做
好统筹协调，增强文化遗产外交工作的新实效，让
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不断深化亚洲文化遗产保
护行动的创新发展。贺信随即引起全国文物系统热
烈反响，陕西、北京、福建、湖北、重庆、甘肃等地文
物工作者纷纷表示，习近平主席贺信为新时代新征
程文化遗产外交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我们积极承担了蒙古国博格达汗冬宫、缅甸
蒲甘他冰瑜寺等援外文物保护工程，建设丝绸之路
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缅甸等国家开展联合考古，先
后举办了数十个主题鲜明的文物外展，陕西文物已
经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之一。”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难掩激动心情，他表示，

陕西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
神，按照国家文物局的部署，加强与亚洲国家在
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
人才培养等领域合作。在文物保护的原则理念、
体制机制、创新举措等方面积极与亚洲国家开展
经验交流，共同探索文物保护管理和活化利用的
新模式新路径，努力让古老文物在新时代焕发新
生、创造价值、赋能发展，一同为续写亚洲文明
新辉煌贡献更大力量。

文明对话：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凝聚共识

亚洲，世界上最广袤的大洲，这里孕育的众多
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人类文明进
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提及各自文化遗产地的风景风貌，各国代表在
发言中都颇为自豪：巴基斯坦孕育了辉煌的犍陀罗
文明，印度教的沙希寺庙在盐岭和塔尔帕尔卡随处
可见，斯里兰卡辉煌了 1300年的锡兰都城阿努拉
德普勒圣城，缅甸蒲甘古城拥有2000多座寺庙、佛
塔和舍利塔……亚洲文明千姿百态，各国也日益认
识到，保护亚洲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亚洲文明，对
于塑造亚洲人民的共同未来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亚洲各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相似
的困境：地震等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
安全造成威胁，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产生不可逆
转的破坏，地区冲突、资金人才缺乏、管理缺失令亚
洲文化遗产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我们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风险，我们对遗址
和遗迹进行可持续管理的方式和方法也受到相同
原则的启发。因此，就人类遗产而言，伦理与实践将
所有管理者们联合起来，美洲或非洲大陆上某个地
方的成功经验都可能在亚洲或欧洲显示出效用。”
在24日联盟理事会上新当选为联盟秘书长的柬埔
寨文化艺术部副国务秘书贡维列对合作有清醒的
认知。

近年来，亚洲各国对于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国
际合作的意识与意愿也与日俱增。始于1993年的
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是多国合作模式和跨学
科综合保护利用的全球典范；1995年，在乌兹别
克斯坦成立了国际中亚研究所；2000年，东南亚
国家联盟在泰国通过 《文化遗产宣言》；2017
年，澜湄 6国发出《澜湄流域国家文化遗产保护
与推广合作交流昆明倡议》；2021 年，在北京召
开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上，中国等亚洲27
国共同发布《关于共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
动的倡议》……这些都为亚洲各国携手探索文化
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转2版）

为了亚洲文化遗产的明天
——记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

赵军慧 李瑞

本报讯 4月 28日，“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
在故宫博物院开幕。

展览以“花卉”象征西藏与内地各民族相互交融的过程，分
为“花开满路——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往”“花繁叶茂——认同
与归宿”“春华秋实——丰硕的文化成果”三个主题单元，展览
展出文物 108件（套），其中来自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下属各单位
及萨迦寺管委会的文物13件（套）、故宫博物院文物95件（套）。
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元代赵孟頫《帝
师胆巴碑》卷等书画展品外，还有大批首次与观众见面的文物
藏品，如故宫博物院藏《满文大藏经》、布达拉宫藏永乐帝像、萨
迦寺藏八思巴初见忽必烈唐卡等，充分展示了西藏题材文物的
风格多样性及其艺术魅力。

此次展览是反映元、明、清三代民族关系史的大型综合性展
览，不仅呈现了近五年故宫博物院最新相关科研成果，还发掘了
文物背后的文化意蕴，展示了文物所体现的西藏与内地交往、交
流与交融历程和民族团结进步的绚烂华章。

展览将持续至7月30日。 （张宸）

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开幕

元代赵孟頫《帝师胆巴碑》卷（故宫博物院藏）（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