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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
罗鑫）经过修缮、布展等工作后，位
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箭楼 26
日起恢复向社会开放。据介绍，“北
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中轴线上越
来越多的文化遗产敞开“大门”。

正阳门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
由纵置的城楼与箭楼两座高大建筑
构成，城楼居北，箭楼居南。作为明
清北京内城的正南门，正阳门规模
大、形制等级高，见证了中国传统城
市的管理方式。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张立新说，
正阳门箭楼向社会开放，是正阳门
600余年历史中的一座里程碑，也是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的重要标志性
成果。

据介绍，正阳门箭楼在近年的
保护修缮过程中，以“最小干预”为
原则，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做法
等，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

正阳门箭楼建成于明英宗正统
四年（1439年），明清时期与正阳门
城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
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
门箭楼是北京老城城垣结构的标志
性建筑，向南可遥望永定门城楼。

正阳门箭楼的焕新亮相让年逾
七旬的北京市民朱先生非常感慨：

“随着国家的强大，人们对文物保护

的力度也在加大，北京中轴线被保护
得越来越好了。今天我站在正阳门
箭楼上往南看，感到视野非常通透，

对比许多年前看到的景象，我能感受
到北京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

据介绍，正阳门箭楼未来将通

过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举办更
丰富的社教活动等，让人们更好地领
略正阳门以及北京中轴线的魅力。

“枝长南庭树，池临北涧流。”千年前，唐朝名相张
九龄回到故乡广东韶关始兴县省亲时，留下多篇歌颂
自然之美的诗词佳作。如今，这个粤北山区县延续绿
色生态文化，大美山川更加郁郁葱葱、斑斓多彩。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没有荒山的山区县，当
地干部群众掀起爱绿植绿护绿热潮，使得森林覆盖率
超过77%，森林质量进一步提升。记者近日走访始兴
县多地，处一隅观全局，探索广东植树造林新密码。

山头郁郁葱葱，仍要植树造林

走进始兴县顿岗镇千净村的一片山头，这里长着
香樟、木荷、桂花、杨梅等树苗。在2024年新春植树
活动中，数千名干部群众在这里种下1.63万株乡土阔
叶树种。

始兴县地处南岭山脉南麓，森林资源丰富，为何
近年来还要大力植树造林？始兴县林业局副局长刘
运涛告诉记者，始兴植树造林，是“增绿”更是“换绿”。

“过去老百姓主要种植发展桉、杉、松等速生丰产
林。以桉树为例，五六年便可砍伐，一立方市场价可
达到七八百块，杉木也有差不多的经济收益。”刘运
涛说。

然而，速生丰产林也易因林分单一带来生态效益
欠佳等问题。比如，桉树由于其吸水力强，挤占其他
植物生长空间；松树、杉树的水源涵养能力不如长势
更慢的乡土阔叶树种。

始兴的困境，亦是广东的挑战。广东林地面积1.6
亿多亩，规模大，但纯林面积占比也大。广东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正高级工程师陈传国分析称，这可能导致
局部森林生物多样性不够丰富、抵抗病虫害能力弱、
生态系统不够稳定。

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是广东的破题之
道。为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广东提出到2035年完成林
分优化提升1500万亩、森林抚育提升3000万亩，混交
林比例达到60%以上，森林结构更加优化。

始兴县林业局局长张卫明说，始兴作为粤北重要
生态屏障、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推进绿美广东生
态建设中肩负更重要职责。自2023年以来，全县完成
林分优化提升2.52万亩，森林抚育提升4.85万亩，新
造林抚育1.47万亩。

从“守树待涨”到拓展多元林业产业

始兴是林业大县，老百姓“靠山吃山”。近年来，受传统木材价格市场波动
大等影响，不少林农从“守树待涨”转向发展竹子、油茶、经济林果等特色林业
产业。

走进始兴县巨黄竹苗圃沈所镇基地，今年5月种下的小竹苗已长到一米
多高。林农李国辉种植桉树10多年，在政府引导下，他承包一片500多亩的
山地，试水经营竹林。

小小一棵竹子，潜力不可小觑。李国辉介绍，巨黄竹是制浆的好材料。一
般种植6年达到丰产，每亩可产竹子4至5吨，按目前市场价，每亩产值可达到
2000元以上。未来两年他还计划将苗圃基地扩大到3000亩。

这样的底气也来自政府的支持。李国辉说：“县领导把全国主要的竹子基
地都考察了一圈，科学比较下，最后选择引进四川的巨黄竹。我们也跟着去四
川实地考察了，引进后还有省林科院专家指导种植，心里踏实不少。”

张卫明介绍，始兴想尽办法做好“竹”文章，政府设立竹产业融资贷款风险
补偿基金，撬动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入竹产业，目前全县竹林面积达到30
万亩。

在距离沈所镇约20公里开外的罗坝镇，近10年来，这里陆续将上万亩种
植桉树的林地改种油茶。油茶基地负责人李金生说，通过盘活山林，老百姓发
展特色经济林的积极性被带动起来。

留住绿美广东乡愁记忆

始兴县城南镇周前村是当地保存完整的古村落之一。在周前艺术公社，
院内错落分布的古树与建筑群相得益彰。

原来，这座以原村级小学为基础改造的艺术公社，在修建之初就把古树纳
入整体设计规划之中。不挪动树木位置，但为其生长留足合理空间，使其变为
建筑群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护古树，不止于此。记者在始兴县水南古树公园看到，为防止一棵拥有
500多年历史的古樟树倾倒，政府出资用树木纹理材料给古树做支撑，既不破
坏风貌，又保护了古树。三米开外，远程摄像头时时关注着古树的状况。

据广东省林业局绿美办常务副主任曾庆圣介绍，广东共有85000多株古
树名木，为保护这些宝贝，广东为其一一建立档案和图文数据库。一级古树更
是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实时查看保护情况。

留住乡愁记忆的，不仅有古树，还有村民家家户户庭前院后的一棵棵树。
近几日，粤北气温渐低，记者看到，不少农户还将不用的编织袋罩在门前院后
的小树苗上，爱绿护绿成为自觉。

为了让广阔农村绿起来、美起来，在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等部门的
统筹、协调、推动下，广东今年已新种植2337.2万株绿化苗木。

“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东省林
业局局长蒋宏奇说，广东还将继续努力创造更多林业生态成果，惠及更大民
生。 （新华社广州12月26日电）

夏商时期的中华大地，久远而
神秘。从二里头到殷墟再到三星
堆，文明的火光在时空中留下历历
光彩。

聚焦夏商文明重要考古发现，
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本年度
最后一次“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
进展工作会，进一步揭示了夏商时
期的诸多谜团。

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考
古发掘工作已历经65年；河南省安
阳市殷墟遗址，发掘 96年；四川省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掘90年。这
些早已名满天下的考古“圣地”，在
被发掘数十年后，仍然有令人振奋
的新进展。

在二里头，考古人员欣喜地发
现了可能为“城墙”的踪迹。

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代
晚期的都城遗址。但长期以来，这
里没有发现城墙，都城的布局令人
遐想。

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古城村遗址
开展了考古工作。正是在古城村遗
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二里头文化
时期的3条壕沟和1道夯土墙。

壕沟中的G2、G3与夯土墙大致
平行，在东、北方向对二里头遗址形
成围合之势，专家推测它们很有可
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

墙，为探索二里头都邑布局提供了
重要线索。

“二里头都邑严谨、规整的多网
格式布局，说明当时有成熟发达的
统治格局和制度，是判断二里头进
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队长赵海涛说。

在殷墟，洹河静静流淌。它的
北岸地区，大邑商都城的三横三纵
骨干道路网络格局逐渐展露“庐山
真面目”。

结合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洹河
北岸地区发现多条道路和路沟，在
武官东地考古发掘确认一条纵向干
道 L3的路沟长 1.6 千米，路面上有
密集的车辙痕迹，这是已发现的两
端明确、长度最长的大邑商城市
干道。

规整的路沟遗存，令发掘负责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牛世山感到兴奋：“近年来在殷
墟洹河北岸地区探明并确认纵横交
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初步揭示
大邑商洹河北岸地区都城空间的骨
干框架，是商代都城考古研究的重
要突破。”

在三星堆，古人的“玉器生产车
间”找到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
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三星
堆遗址北部月亮湾台地新发现玉石

器作坊、人工土台以及建筑基址各1
处，还发现遗址东部仓包包小城及
南部台地存在大型水网。

“玉石器作坊、建筑基址、大型
水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进一步深
化了对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区
的认识。出土文物显示出三星堆文
化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
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与交流，是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冉宏林分析道。

人们关心的出土文物保护工作
也在同步跟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联合 16 家单位推进三星堆出
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已完成祭祀
区出土金面具、鸟形金饰等4062件
珍贵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

光华璀璨的金器、想象奇绝的
青铜器、见证文明交流的玉器……
向世人诉说着三星堆的盛大与
辉煌。

本次工作会上，还有一项考古
发现是“意外之喜”。

巍巍太行山西麓，山西省晋中
市昔阳县钟村社区曾经籍籍无名。
为了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
202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
这里进行了前置考古，结果发现了
一处夏商之际高等级墓地。

截至目前，钟村墓地共发掘5座
夏商时期墓葬。其中，M10墓葬规
模最大，墓中安葬的一名男性，身体

涂朱，头顶覆有扇贝，左侧股骨下随
葬绿松石嵌片牌饰，具有明显的二里
头文化因素。

“钟村墓地是目前夏商之际黄土
高原东部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
墓地，葬俗具有浓郁本土特征，又显
示出多元汇聚的文化面貌，填补了太
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空白。”山西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范文谦说。

一系列新发现、新进展，令考古工
作者备受启发。

“殷墟我们已经发掘了差不多
100年，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
并不了解它的布局和结构。”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看来，不
断出现的考古新进展，可以将过去的
很多发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重大
的新突破。

二里头的“城墙”性质到底是什
么？遥远的文化怎样影响了三星堆？
太行山西麓还有没有更多的夏商遗
存？……越多谜团揭开，越诞生新的
疑问。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透露，
国家文物局将深入践行“大考古”理
念，构建“大保护”格局，持续推进“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启动实施夏商文
明研究工程。

胼手胝足、聚沙成塔，更多“沉睡
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故事将被
书写。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系列新发现！

“考古中国”揭开夏商文明更多秘密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施雨岑

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箭楼恢复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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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
线上”

“看到来信，我回想起 20 年前
为你们学校培土奠基的情景。”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的学
生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情真意切
的回信。

之江小学的前身是半山腰上的
一所山区小学。山高路陡、校舍老
旧，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一些
孩子天不亮就得出门上学。

2004年初，在国家东西部协作
机制下，之江小学成为浙江在南充
援建的160多所希望小学之一。那
年 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来到这里为学校奠基，殷殷嘱托“要
把这座学校建好，让山村里的孩子
早日成才”。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如今的
之江小学图书室、种植园、塑胶跑道
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校园内，一
块镌刻“感恩”二字的大石头格外醒
目，上面还有两排小字：“浙江省对
口援建，铭记2004年5月17日”。

贫困落后地区、生活困难家庭
的孩子教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牵肠挂肚。

“我到一些贫困地方去看，有的
孩子都七、八岁了，还在家里待着，

没有上学。贫困地区教育一定要搞
上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
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有上大学
的机会，再过十年八年能够成为致
富能手，起码有本事挣到饭吃，不至
于再过穷日子。”

2018年农历新年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考察。当要
离开村子的时候，两个彝族小朋友
大声喊道：“习爷爷，再见。”总书记
向他们挥挥手说：“小朋友，再见”，
并对随行的有关负责同志说：“小孩
的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孩子家外墙上用彝语和汉语书
写的标语好像为这一幕做了生动的
注脚——“江河流不尽，知识学不
完”。

“孩子有没有学上”“孩子书读得
怎么样”“孩子在哪里上学”……这些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走村入户、访贫
问苦时，看到家里有孩子就悉心询
问。他一遍遍强调“让贫困地区每一
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下一代
要过好生活，首先得有文化”。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
本之策。聚焦教育扶贫，拓展帮扶
内涵，也是希望工程的不懈追求。

安徽省金寨县，是我国第一所
希望小学所在地，也是“大眼睛”苏
明娟的家乡。改变“大眼睛”们命运
的希望工程，正是从这里“萌发”。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金寨考察，走进贫困户陈泽申
家。听说陈泽申的孙子即将高考，
总书记问起孩子的学习情况，强调
要做好教育扶贫，不能让孩子们输
在起跑线上，教育跟不上世世代代
落后，学一技之长才能有更好保障。

如今，陈泽申的孙子已大学毕
业留在合肥工作。金寨县希望小学
也从“蜗居”于祠堂变为拥有两个校
区、数栋校舍的现代化学校。

“总书记所说的‘不能让孩子们
输在起跑线上’让我深有感触，教育
给予‘志’与‘智’在贫瘠土地生根发
芽的可能和空间。”从希望工程的受
益者到践行者，“苏明娟助学基金”
的发起人苏明娟见证了山区“有学
上”到“上好学”的蝶变。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教育
帮扶及希望工程的使命也从“救助”
向“救助－发展”转变，从物质到精
神，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让农村孩
子同等享受充满生机的教育，拥抱
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知识托举人生，教育点亮希望，
这不仅改变了无数个“大眼睛”的命
运，也承载和托起了教育强国与民
族复兴的梦想。

“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
种新希望”

走进陕西省铜川市照金镇北梁

村，群山环抱中，几座红色教学楼格
外醒目。书声琅琅、欢声笑语，让
这里充满朝气。

数十年前，这所学校校舍破败，
学生冬天上 学 还 得自备火盆取
暖。2000年，这里重建为北梁希望
小学。十多年后，新建教学楼，希
望工程再次捐赠100万元。

2018年儿童节前夕，听说学校
即将恢复为完全小学，孩子们在校
能喝上直饮水、洗上热水澡，习近
平总书记非常高兴，给孩子们回
信，鼓励大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
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滋养着幼
小的心灵，孕育着无边的梦想。要
当科学家、解放军、医生……每每
说到梦想，小伙伴们总是可以谈论
很久。

如今，学校更名为照金北梁红
军小学。教学楼楼顶上“托起明天
的太阳”七个大字十分醒目。这也
正是对希望工程的生动诠释。

爱心托举希望，希望成就未来。
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全国希

望工程共援建希望小学 21141 所，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750 余万
人。千千万万个孩子因希望工程
的帮助，心怀感恩、努力学习，书写
着更美好的明天。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

计，教师为本。
2019 年 4 月，冒着早春细雨，习

近平总书记沿着蜿蜒的山路，辗转 3
个多小时来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中益乡华溪村。

“支教多长时间了？”“现在工资
水平和县城或者其他地方比怎么
样？”“多长时间能回一次家？”……中
益乡小学操场上，习近平总书记暖人
心扉的关怀，让老师们倍觉亲切。

当听到教师马影翠曾是中益乡小
学学生，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回到母校
教书育人，总书记高兴地说：“我就希
望看到有这样扎根这里的一批乡村
教师，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家乡
培养这些优秀的后代。”

沿着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希望
工程教师培训”项目努力提高农村小
学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希望乡村
教师”项目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志愿
者支教，将更丰富多样的课堂跨越群
山、送入村小……

植根尊师重教传统，希望工程坚
持既“走出去”又“请进来”，以多种
举措为学校和教师赋能，不断拓展这
一以助学为宗旨的公益项目新的
维度。

在希望工程助力下，越来越多乡
村教师耕耘在希望的田野，更好地帮
助孩子们开蒙启智、筑梦未来。

2007 年，上海希望工程倡议“捐
建希望工程红军小学”，得到市民积

极响应，涌现出许多动人故事。老革
命方耀熊夫妇一生简朴，却拿出全部
积蓄 100 万元奉献爱心；退休职工浦
幼源卖掉了自己的一处住宅，捐出 25
万元援建学校……

围绕这项工作，时任上海市委书
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叮嘱“把实事
做实，好事办好”，并称赞“上海市的希
望工程工作十数年如一日，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成效明显”。

沙石虽小，汇聚夯实可成巍巍巨
塔 ；微光 虽 弱，万 千集聚 终 能 璀璨
闪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希
望工程“架起了爱心互助和传递的桥
梁”。

截至2024年 10月底，全国希望工
程已累计接受捐款229.64 亿元。数字
背后，是亿万善举的汇聚，更是爱心希
望的绵延。

“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注和支持
希望工程，让广大青少年都能充分感
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的寄语情深意长，指引这
项播种“希望”的公益项目助力更多青
春之花绚丽绽放。

追梦没有止境，护航希望的步伐
就不会停止。新时代新征程，更多温
暖的故事将继续书写。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