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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黄河流域唯一的沿海省份，港口
优势明显。“通过东中西互联、陆海空联动，
将有利于畅通‘双循环’服务格局，发挥拉动
引领的作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
员，山东省侨联主席、党组书记李兴钰为加
快建设沿黄陆海大通道建言献策。

生活工作在山东，李兴钰对近在咫尺的
黄河有着特殊的感情。“黄河流域资源能源
丰富，在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是全国由南向北
扩大开放、由东向西梯度发展的重要战略支
撑。”李兴钰认为，提高黄河流域上中下游、
各城市群、不同区域之间互联互通水平，提
高沿黄流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发展黄河经
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他建议，将交通运输体系作为切入口，
完善和提升干线铁路、港口、干线公路、黄河

航道、区域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陆向方
面，要建设衔接顺畅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海向方面，打造便捷高效的出海口，形成横
贯东西、内畅外联的“南北双通道”总体布
局。“还要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大力发展多
式联运，提高物流运输效率。”李兴钰说。

同时，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打造黄河流
域便捷出海口，高水平高标准推进沿黄各省
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建设，强化国际通关
便利化合作；各省区加快“陆海联动、海铁
联运”跨关区通关模式的复制推广，推进电
子口岸建设，加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
设。

“沿黄陆海大通道涉及较多省区和多个
部门，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相信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定会跃上
新的台阶。”李兴钰说。

长江呼叫黄河！八地联动大江大河文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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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文化符号，把目光聚焦到
长江、江南，那一定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江苏省委会副主委、
常州市副市长蒋鹏举认为，“江南文化”也是
一张充满魅力的“中国名片”。

蒋鹏举表示，璀璨丰厚的文化遗产、意
韵隽永的文化记忆、和谐共生的江南人居，
铸就了长三角独有的文化品性，马家浜文
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吴文
化、越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等当代江南
文化，构成了长三角文脉的主体形态，为五
千年中华文明注入“江南文化基因”。

“作为长三角共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家
园，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提出，
到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赋予
新使命，江南文化已成为推动长三角高质量
发展的文化之基。”蒋鹏举说。

但当前，长三角各地对江南文化历史遗

存、文脉肌理、核心资源的整体利用还不够，其
时代魅力和经济效益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蒋
鹏举说，围绕打造“江南味、国际范”的文旅融
合共同体，他建议推动长三角从“经济型城市
群”向“文化型城市群”转型升级，为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区域文旅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样本。

蒋鹏举提到，要积极构建一批融入长
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桥头堡”，加快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水乡古镇文化带、沿江
活力休闲旅游带、生态海岸带旅游休闲廊道
等跨区域重大载体，推动上海、江苏、浙江共
同建设环淀山湖等“水乡生态示范区”“江南
水乡会客厅”，苏州、无锡、常州联手打造环
太湖、两湖等片区文旅新高地，形成“都市
圈—城镇圈—生活圈”多元一体江南文化创
新发展格局。全力打造中国入境旅游“第一
站”，让国际友人充分领略江南文明魅力和
长三角文旅精彩。

青海，耸立着白雪皑皑的巍巍昆仑，唱
响着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亘古涛声，是一片
文化的沃土。青绣是青海各民族民间传统
刺绣的总称，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
一，已成为象征青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
共用共享的重要文化符号。全国政协委员、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鄂崇荣一直关注
着青绣文化的保护与产业发展。

鄂崇荣表示，加强对青绣文化的保护、
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符号的品牌、推动青
绣文化产业发展，将强有力地促进非遗的传
承发展、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对实现乡村振
兴等起到特殊推动作用。

“青绣是青海省参与人数最多、应用最
广泛、影响最长久、与各族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联系紧密的民间艺术，是展示青海各民族
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的重要载体。”鄂

崇荣说，青绣也是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和着眼点，是振兴传统手工、促进农牧民增
收致富、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

助力青绣产业蓬勃发展，鄂崇荣建议要
树立品牌意识，不断推进创新创意发展，整
合各方资源优势，通过科学宣介不断提高青
绣艺术和产品知名度影响。鄂崇荣认为，要
让青绣在市场上更具备“圈粉”能力，应加大
与高水准专业团队合作力度，将青绣文化创
意研发方向定位于和消费者的生活紧密相关
的产品上，并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青绣人
才培养之路，完善大品牌定
位，实施品牌集群化策略
提升品牌知名度，将青绣
文化打造成青海的另一
张名片。

大河流域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基因。全
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涪陵区委书记王志杰介
绍，在长江涪陵江段横亘着的白鹤梁题刻，
是一座举世公认的典型的古代水文站。它
见证、记录了从唐代广德年间至今1200多
年间72个枯水年份的水文信息，系统地反
映了长江上游枯水年代水位演化情况。

早在2008年，其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具有极其重要
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随着三峡工程的
兴建，白鹤梁题刻现已建成世界首座非潜水
可到达的水下博物馆。

2021 年，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石
刻走到了一起，启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工作。
“申遗，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

产。”不过，王志杰称，白鹤梁虽已列入《世界
遗产预备名录》，但因受新的“限额制”影响，
面临着国内申遗的竞争压力和同埃及联合
申遗的协同问题。

“联合申遗需要双向奔赴。”王志杰建
议，接下来，希望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帮助，加
大力度、加快进度协同埃及，共同推进白鹤
梁题刻—尼罗尺石刻联合申遗工作，尽快就
中埃联合申遗在官方层面达成共识，助力白
鹤梁题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一步提升白
鹤梁题刻的辨识度、知晓度和世界影响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

“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古
以来，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和
历史记忆。”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
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
任、来凤县民族博物馆馆长黄林仍在持续关
注着长江流域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1991年起，黄林就开始从事文博工作，
曾参加来凤县仙人洞崖葬抢救性考古发掘、
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和麦茶墓葬区的
考古发掘、清江流域考古发掘。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黄林积极建言献
策，努力在更高层面呼吁民族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在日常履职过程中，他多次深入基
层文博系统开展交流和调查研究，为国家宏
观决策提供建议和参考。

“我生长在来凤的酉水河边，酉水河是
长江的重要支流。我觉得保护和弘扬长江
文化，是我们当前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任务。”黄林说，对于长江文化的保护，
他思考了几点建议。

“首先，要保护好长江流域的文化遗
产。”黄林认为，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同时，
要加强长江流域传统文化的教育，如将长江
文化教育纳入学校的教学内容，以此向公众
传播长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培养青少年对
长江文化的情感认同。此外，还要增加实施
生态修复工程的投入，倡导绿色生活、绿色
出行、节约用水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从生活
中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若要晒一晒心目中的长江流域文化“宝
贝”，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发展中心主
任、研究员，景德镇陶瓷美术家协会主席于
集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瓷画。

大江奔流而磅礴，文明沉厚而隽永。长
江文化，在灿若星辰的中华文化中如一条耀
眼星河。这其中，长江水浸润着瓷土，景德
镇熠熠生辉。“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
江来。”唐代中后期开始，满载景德镇瓷器的
货船自昌江乘流而下，从鄱阳湖入长江，踏
上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展示中华陶瓷文化
的魅力。千年后，窑火依然传承不熄。于集
华称，因瓷而生的景德镇，正因瓷而变、因瓷
而新，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谱写“一瓷跨千
年，文明越山海”的新时代篇章。

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的于集华，作为
一名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从艺50多年来，始终关注着中国陶瓷艺
术和景德镇陶瓷事业的发展。

“瓷画是陶瓷艺术家以瓷器为载体，运
用陶瓷颜料进行绘画的一种艺术创作方
式。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也有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于集华认为，瓷
画作为新的艺术品种，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景德镇的瓷画艺术令世界瞩目，尤其是瓷画
中的高温颜色釉绘画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
二的。据不完全统计，正在景德镇从事瓷上
绘画创作的艺术家有近2万人，为中国瓷上
绘画带来了崭新面貌。

“瓷画在继承与发展中不断走向世界，
亟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于集华建议，可
通过成立瓷画协会和艺委会、推动瓷画成为
全国美展的一个主要绘画形式以及大力发
展以瓷画为重点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等方
式，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
故事”，同时也能积极助力景德镇国家陶瓷
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建设。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保护、
传承黄河文化就是培“根”铸“魂”。

“我们要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赋予现代力量，为中华优秀文化注入生生不
息的源泉、绵绵发展的动力。因而探索黄河
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就成为当今必须回答
的时代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大学党委
书记李星说。

滔滔黄河水，奔流万余里，形成不同区
域视域下的河湟文化、河套文化、关中文化、
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黄河文化体系。李星
认为，应以这些文化体系为依托，针对不同
特点，结合各自的发展脉络，建立整体视域
下的分区保护制度，建立既有区别联系又相
互依存的中华文化大系。

他建议，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时，应建
立以黄河流域为主，探索并建立与周边区域

协同保护的机制，以及在其机制下的周边区
域的保护范围。

“黄河保护法的制定和实施无疑为黄河
文化传承提供了法律保障。而千百年来宁
夏引黄古灌区、内蒙古河套灌区、泾阳郑国
渠、汉中三堰、龙首渠、引洛古灌区水利事业
的历史发展证明：聚焦于古灌区利益的水利
共同体制度有力地将人的行为、权责有机地
统一起来，从而使这里呈现出以黄河及其支
流为依托的人地和谐景观。”李星认为，应建
立法律框架下的水利共同体制。

李星说，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从来不是无
本之木、无泉之水，而是深植于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中，镶嵌于
中国式现代化从文化大国到文明大国的历
史进程中，因而这两个方面应成为当今黄河
文化传承建设过程中遵循的圭臬。

汹涌澎湃的滚滚黄河之水，千百年来浇
灌着慷慨激越的黄河戏曲之花。“黄河是我
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更是秦腔的发源地。”
在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党委书
记、院长李梅看来，正是有了奔流不息的黄
河和这片广袤的土地，使得秦腔也有着像黄
河一样的澎湃气势，让秦腔这一古老剧种能
够源远流长，成为黄河儿女钟爱的艺术形式
之一。

从艺45年来，李梅对戏曲事业一直秉
承发自内心的热爱。她认为，要让深受中国
精神滋养、具有中国风格的戏曲艺术被更多
人认识和喜爱，传统的舞台演出与现代的新
媒体传播缺一不可。今年全国两会，李梅围
绕坚持守正创新，推进戏曲传播生态建设提
交相关建议，让传统文化走出去，能够更好

地在海外讲好陕西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增
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互通的不断加强，科
技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中国戏曲的发展环
境不断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戏曲艺术只
有坚持守正创新，利用优势，保持特质，不断
丰富表达方式，持续拓展传播渠道，才能开
辟新的传播阵地。”李梅说，以典型的中国艺
术讲述中国故事，能够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
到独特的作用，成为深化对外交流、展现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当前，以秦腔等为代表的陕西戏剧成为
陕西文化令人瞩目的闪亮名片，李梅建议，
面对新的戏曲发展环境，应加强人才培养，
营造良好氛围，进一步优化中国戏曲传播生
态建设，不断拓展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效能。

全国政协委员蒋鹏举
丰富长三角一体化内涵，擦亮中国“江南文化”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鄂崇荣
让青绣在传承中创新、在振兴中绽放

全国人大代表王志杰
联合申遗，推动白鹤梁与埃及尼罗尺“双向奔赴”

全国人大代表黄林
传承和保护好长江流域传统文化

全国人大代表于集华
传承千年瓷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李星
培“根”铸“魂”，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全国政协委员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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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李兴钰
畅通“双循环”，加快建设沿黄陆海大通道

长江、黄河，两条古老的江河共同孕育了悠久而
灿烂的中华文明。祖国的大江大河，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牵挂于心。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现
代快报发起，长江黄河流域的八地主流媒体
联动，邀请代表委员围绕“文明多样性传承

与创新”主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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