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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陕西宝鸡考察

气势恢宏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本报记者 赵彬瑞摄

讲好中国故事 赓续中华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回访

本报记者 祝嘉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我

市考察时指出，我国青铜文明源远

流长、灿烂辉煌，在世界文明史上

独树一帜。要加强青铜器文物的保

护研究和宣传阐释，更好激发全社

会特别是青少年对伟大祖国和中

华文明的热爱。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来宝考

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我市各界

引起热烈反响。我市文博、教育等

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表示，要铭记总

书记谆谆教诲，坚持保护第一、传

承优先理念，做好文物保护研究利

用价值阐释，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让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厚植

于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心中，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9 月 15 日，市区石鼓山阳光和

煦、景色宜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熙熙攘攘地走进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展厅里，讲解员滕晓华正认

真地为一群外地游客介绍镇院之

宝何尊。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

来到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从一件件

青铜瑰宝中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

作为讲解员，滕晓华倍感光荣。她

说：“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文物的介

绍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我的每

一次讲解，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弘扬。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不

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好、弘扬好。”

作为我国第一座青铜器主题博

物馆，近年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致

力于文物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

教育、传播。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

宁亚莹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参观，让我们倍感

荣幸、备受鼓舞。我们将以此为契

机，做好青铜器等文物的保护工作，

深入研究阐释青铜器器型、纹饰及

铭文背后的意义。同时，通过展览、

文创、社教等活动，让文物‘活’起

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目前，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基本

陈列《青铜铸文明——周秦文明之

光》正在进行改造提升。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副院长李岐说：“我们将

以基本陈列改造提升为抓手，注重

科技在陈列展览中的应用，构建以

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交流展览为

三大支柱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特

色展陈体系，更好地诠释‘青铜器

之乡’宝鸡周秦文化、青铜文明的

独特魅力。”

从“青铜乐坊欢乐行”到“‘铜’

趣古今创意坊”再到“周秦历史大讲

堂”，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持续通过社

交活动拉近公众与文物的距离。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副院长翟慧萍说：

“我们以传承青铜文明、弘扬周秦文

化为己任，将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

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讲好文物故事、

中国故事，激发全社会特别是青少

年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宝鸡法门寺博物馆以馆藏法

门寺地宫出土的数千件唐代珍贵

文物而闻名。2014 年 3 月 27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提到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 20 件琉璃器，

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

兰的琉璃器。此次习近平总书记

来我市考察，参观宝鸡青铜器博物

院，对法门寺博物馆干部职工而言

也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法门寺博

物馆馆长魏晓龙说 ：“我们要牢记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开展文物

保护研究和宣传阐释，扩大对外交

流，让文物中蕴藏的开放包容的人

文精神鲜活起来，吸引更多人爱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紧邻戴家湾新石器仰韶文化

遗址的金台区代家湾小学依托得

天独厚的文物资源，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学校教育，持续开展

“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组织学

生走进全市各文博场馆、民俗村

落，探寻埋藏于西府大地的文化珍

宝。代家湾小学校长高雅玲说：“今

后，我校将借助‘宝鸡大思政课’教

育平台，并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等教育基地联合，不断充实地方课

程、校本课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

渭滨中学学生李昱含每年寒

暑假都会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做

文化志愿者，在为游客义务讲解的

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历史文化知

识。得知习近平总书记到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参观，李昱含激动地说：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不负总

书记厚望，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

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积累和宣传

弘扬，增强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文明

的热爱之情。”

宝鸡市文物局局长刘宏斌说：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市考察，对文

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宝鸡文

物系统引起了热烈反响，我们备

受感动、备受鼓舞 ；同时，深感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也更加坚定了

做好文物工作的信心。大家决心，

一定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把文物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

把中华文化传承好。要全力抓好

周原遗址、秦雍城遗址等大遗址

保护，深入开展考古研究，推动国

家遗址公园建设，改造提升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和北首岭博物馆基

本陈列，加快推进‘博物馆之城’

建设，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开展

好社教活动，让青铜器等文物所

承载的灿烂文化更广泛、更深远

地传播，赓续中华文脉，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俯瞰渭河生态公园   本报记者 谢克强摄

砥砺为民之志 建设美丽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渭河生态公园回访

康健

宝鸡，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

的城市，因渭河穿城而过更具灵动

之美。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渭水河

畔，宝鸡渭河生态公园也从沉睡中苏

醒，展现出勃勃生机。孩子们在花丛

中嬉戏玩耍；情侣们手牵手漫步在

花间小径；老人们则坐在长椅上，静

静地欣赏着这美好的河景，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9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宝

鸡考察时，察看了渭河生态公园。连

日来，大家纷纷诉说着内心的激动与

感慨，从渭河生态公园的建设者、管

理者、维护者到普通群众，每个人都

在渭河生态公园的发展历程中有着

独特的情感与体验。

从无到有的华丽嬗变
在宝鸡城市发展的长河中，渭河

生态公园的建设是一部充满汗水与

智慧的奋斗史。回首往昔，那些参与

公园修建的建设者至今仍对当初的

场景历历在目。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宝鸡考

察了渭河生态公园，作为公园建设者

的一员，我特别激动。”渭河生态公园

绿化科工作人员齐新兵激动地表示。

齐新兵回忆，渭河生态治理一

期防洪暨生态治理项目进行时，由

市水利局负责渭河市区段两岸大堤

和子堤加固工作。要在松软的河滩

地上进行地基处理，没有现成的经

验可循，他们就查阅大量资料，向专

家请教，反复进行试验。每一次打桩、

每一块基石的铺设，都凝结着他们

的心血。

当时由市城建局负责渭河两岸

绿化工作，他们搬运了数不清的土石

方，建起了蜿蜒的步道；在荒滩上种

下了一棵棵树苗，铺就了一片片草

坪。他们不畏酷暑严寒，日夜奋战在

工地上，但心中充满了希望。

不少建设者回忆说，那时候每天

都很累，大家咬着牙终于在2002年

完成了渭河生态治理一期防洪暨生

态治理项目。

从小到大的精心培育
渭河生态公园主任仵尧如说：

“看着公园一步步发展壮大，就像自

己亲手培育的幼苗长成了大树。我

们会更加努力地把公园管理好、发

展好。”

渭河生态公园刚建成时，规模

有限，设施也比较少。但管理者深

知，渭河生态公园有着巨大的发

展潜力，一定会成为宝鸡的城市

名片。

2003年至 2004年，我市实施二

期防洪暨生态治理项目，西起渭河拦

河闸荷花池东、东至宝鸡大剧院，东

西长3600米，南北宽约180—240米，

总面积76.4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随着三期工程完工，

渭河生态公园市区段全长达到 8.4

公里，总面积 164 万余平方米。公园

融水、堤、路、园林、广场于一体，打

造“四时荣枯、自然野趣”的滨河生

态景观，成为渭河沿线风光秀美的

城市绿色地标。

从绿到美的辛勤守护
在渭河生态公园打扫卫生的环

卫工人杨雪英告诉笔者：“我要确

保公园干净整洁，无论是步道上的

落叶，还是草坪里的杂物，都逃不过

我的眼睛。” 

杨雪英作为渭河生态公园维护

者的一员，是公园从绿到美这一过程

的默默守护者。在日常工作中，他们

见证着公园的点滴变化，也为自己的

付出感到欣慰。

三期工程建设中，我市园林部门

一方面根据置景需求移除碍洪密林，

种植多种观赏草；另一方面顺应地

势增设了绿地节水池、便民运动场，

打造现代时尚、简约通透的疏林草地

和曲径通幽的花海景观。

如今，市民沿着绿道漫步或骑

行，春可赏繁花盛开，夏可观绿树成

荫，秋能品落叶缤纷，冬可看白雪皑

皑，尽情享受四季不同的美景。

渭河生态公园工作人员张小晶

说：“看着公园从一开始的只有绿色，

到现在变得这么美，到处是鲜花盛

开、鸟语花香，就觉得自己的工作特

别有意义。”

对于宝鸡人来说，渭河生态公园

不仅仅是一个休闲娱乐场所，更是幸

福生活的象征，是群众美好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公园自建成开放以来，年游人

量达百万人次，先后获得“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全国优秀体育公园”

等殊荣。

“经过这几年的整治，水清了、岸

绿了、环境更美了。我几乎每天都会

来这里锻炼遛弯。”家住渭河生态公

园附近的梁晓霞说。

建设者的成就感、管理者的自

豪感、维护者的体验感和群众的幸

福感，充分反映了宝鸡渭河生态公

园的巨大变化，也折射着宝鸡这座

美丽的城市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