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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总书记指引的航向上

让中华文明瑰宝泽惠后人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在武汉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采写：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商佩 覃柳玮 范婷婷 统筹：刘智宇

“总书记的话语让我感到无比振奋。要担起肩上的使命。我
认为，应该用多方载体、多元化服务让历史文化更好地与人们的
现代生活连接，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历史文化遗产推广开来。”江
汉区文化馆馆长盛卫红说，今年5月，全民公益戏曲艺术普及培
训零基础汉剧班在武汉中央商务区开班，为汉剧发展注入了新鲜
活力。下一步，文化馆将开拓并用活城市街区公共文化场地，打
造戏码头文化街、戏曲空间等，让戏迷票友不仅能听，还能演，提
升参与度，让更多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
利用。

今年77岁的湖北省博物馆讲解员胡昇，已经在湖北省做志

愿讲解工作40多年，被大家称为001号志愿者讲解员。
“云梦秦汉简牍展是我作为志愿者讲解的主要展览之一。”胡

昇说，每次讲解，他都会给游客们讲“黑夫”和“惊”写给家人的信，
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家书实物。“一个个小故事，让历史文化融
入游客对现实的感悟中。我一定继续用自己的行动把中国文化
的故事讲好。”

武汉汉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王荔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汉剧有着400年的历史，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我们要创新形式展现戏剧艺术的魅力，实现年轻人与
汉剧的‘双向奔赴’。”王荔介绍，今年，武汉汉剧院重排青春版《王

昭君》，由80后、90后和00后青年演员担纲，还邀请大学生前往看
戏。此外，武汉汉剧院在黄鹤楼景区演绎经典汉剧剧目，还与武
汉博物馆联动打造《贵妃醉酒》沉浸式演出，深受年轻游客喜爱。

“通过光影艺术的巧妙运用，辛氏沽酒、仙子翩翩起舞以及黄
鹤楼的沧桑变迁等故事场景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仿佛穿越了
时空隧道。”夜游过黄鹤楼的市民范女士说，自己真切感受到，经过
活化利用的历史文化，正越来越多地融入市民的现代生活之中。

范女士发现，武汉在利用历史文化元素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方面
不断推陈出新，不仅是“夜上黄鹤楼”，更有如璀璨明珠般镶嵌在长江
之畔的“知音号”，以保元里街区为舞台的《保元风云》，以及东湖磨山
景区楚天台的数字化文旅体验，都为市民游客带来惊艳之感。

传承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让中华文明瑰宝永续留存、泽惠后人，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考察中，总书记这样强调。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这些奋战在文旅一线的工作者振奋不

已！”武汉最美志愿者、黄鹤假期国际旅行社讲解员、国家金牌导
游周媛说，黄鹤楼景区是武汉历史文化的展示窗口，黄鹤楼的一
砖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民族的情感和先人的智慧。“作为
文化景区讲解员，我们是历史与现代沟通的桥梁，将进一步提升
专业素养，深入学习黄鹤楼的历史文化、地理知识等，通过高质量
的文化供给，传承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我们进一步坚定了传承楚文化的信心和决心。”武昌区珞珈
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胡媞说，珞珈山小学是教育部认定的全
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该校开设楚剧音乐课，组

建楚剧社团，还研发了一系列楚文化特色课程，组建楚剧鉴赏等
楚文化社团，让楚文化的研究和体验伴随孩子们的整个校园生
活，培养更多的传统文化传承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湖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
要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命。

“非遗文化传承，我一定要担起责任！”金石器物全形传拓
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武汉荆楚金石博物馆馆长张友海说，
他传承的金石器物全形传拓技艺，以传统的墨拓方式把器物原
貌三维立体地转移到平面宣纸上，有人称它为“古代 3D 打印
机”。“从砖瓦中了解武汉历史变迁，以墨拓技法刻记城市记忆，
人们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过程中，种下了文化自信的种子。”
张友海表示，自己有责任紧跟时代步伐，讲好非遗故事，推广非

遗品牌。
汉绣可追溯至距今2800年左右战国时期的楚国刺绣，承载

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是楚文化的瑰宝。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绣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春萍表示，要以身作则，以传统工艺引领和
带动身边的人学习了解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2010 年在武昌红巷开设工作室以来，黄春萍深入学校、乡
村和社区，让汉绣文化技艺扎根人民生活。今年 10 月，黄春
萍的汉绣工作室参与协办了第二届“武汉工匠杯”职业技能大
赛汉绣赛项。“通过这种方式，激励和引导着更多汉绣爱好者
和从业者提升汉绣技能，助推汉绣行业创新发展与技艺传
承。”

让更多人领略长江文明的独特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护水

平’，让广大文物工作者备受鼓舞，为大家指明了前进方向。”湖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说。

方勤说，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
首要任务是加强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诸如简牍等珍贵的考古
发掘品，以及盘龙城宫殿基址群等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遗迹现
象，都应得到妥善的维护。方勤提到了多学科联合和数字化
保护的重要性。他表示：“考古和保护过程中，我们需要借助
多学科的知识，如自然科学、数字化技术等。数字化手段为
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提供了有效途径。例如，对简牍进行高
精度扫描，不仅能完整保留其原有信息，还便于在网络上广
泛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内涵，做好阐释工作，讲好长江故

事，讲好中国故事。”方勤提到，通过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等多

学科的交叉研究，全方位地做好保护传承和利用，活化长江文明
的历史场景，使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和博物馆里的文物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与云梦简牍有着
紧密联系。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下设 7 个研究中心
（所），其中包括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我们一直在参与保护修
复云梦简牍，利用红外成像技术缀合残片、释读文字。云梦简牍
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提供了研究秦朝政治、军事、法律、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

“下一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打造一流的考古文博人才
培养体系、建设一流的考古文博学科群落、推进一流的考古文博
科学研究、实现一流的考古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刘礼堂说。

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省书法院副院长樊利杰的重要工
作之一，就是对古老简牍的书法性进行挖掘，与当代书法创作进
行对接。

“大家感受到总书记深厚的文化情怀，备受鼓舞、劲头很
足。”樊利杰说，要持续通过各种研究、交流活动，加强对楚
简资源探索、研究、转化与推广。“楚文明是长江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们将持续研究这一承载着楚文明古老记忆的
文字，深度挖掘荆楚文化的根脉，让长江文明闪耀不息。”樊
利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这让我们文博人特别自豪。”盘龙城遗址博
物院院长万琳介绍，距今已有3500年历史的盘龙城遗址，是早期
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中心，研究盘龙城遗址对于我们研究长江流
域以及整个中华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基于遗址的特点打造长江文明系列展览，比如长江流
域青铜器精品展、中国古代绿松石文化展、石家河玉文化特展
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考古发掘，加强研究和展示，让更多
人领略长江文明的独特魅力。”万琳说。

让历史文化更好地与人们的现代生活连接

非遗研学课堂人气爆棚。 曾熙来 摄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江日报记者金振强 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内，武汉市东湖中学、武昌区中华路小学的学生将一面长5米、宽3.3米的五星红旗
徐徐展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知所从来，方明所
往。

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湖北时强调，湖北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
资源丰富，要在加强文
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
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
命。

“让中华文明瑰宝
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
用，加强长江文明溯源
研究和传播展示”……
总书记重要讲话在三
镇大地引发热烈反
响。长江日报记者采
访我市文旅工作者、非
遗传承人、专家学者、
教育工作者、志愿者
等，他们无不备感振奋
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将
立足岗位，担当使命，
把中华文明瑰宝研究
好、保护好、传承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