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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委书记
郭大进：

做好文化传承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大文章

□云南日报记者 张寅

“昭通正全力争取和扎实推进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昭通片区建设。”全国人大代表、昭通市
委书记郭大进表示，昭通是古代“南方丝绸之
路”的要冲，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在
这里交融；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威信县时召开了
著名的“扎西会议”，留下了丰富的红色历史文
化资源。如今，昭通成为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
发展、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连接
点，以及连接南亚、东南亚的双向大走廊。

郭大进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昭通片区
建设将坚持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筑底、
文化塑魂，突出做好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绿
色发展的大文章。在文化传承方面，深入挖
掘以金沙江、赤水河为主的历史文化资源，凝
练文化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文化特质，全力
推进水富市“港园城”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
金沙江高峡平湖旅游观光带等一批特色景区
景点，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与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深度融合。

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以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为示
范，扎实推进金沙江、乌江等绿色生态带建
设，着力推动乌蒙群山绿起来、美起来、富起
来。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努力实
现流域发展与保护和谐共赢。

涵养历史文化根脉 绽放中华文明之美
七省市党报联动邀请代表委员共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2022年1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正式启动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
产，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激活长江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系统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
内涵，深入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全
国两会期间，重庆日报携手新华日报、浙
江日报、湖北日报、湖南日报、四川日报、
云南日报等省级党报，推出“聚焦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联动报道，邀请所在地
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结合当
地实际，畅谈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
思考、认识、建议。

□重庆日报记者 罗静雯 王亚同

今年初，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正式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明确指
出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大力传承
弘扬长江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这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重要指
示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
展的重大工程。”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曹清尧近来一直在精心准
备代表建议，建议将重庆段纳入重点建设范
围，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

曹清尧认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
围涉及13个省区市，其中长江重庆段达691
公里，占长江总里程的11%。重庆的长江文

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璀璨多姿，三峡历史
名人名篇闻名于世，珍贵文物不可多得，自
然风光旖旎多彩，三峡水库世界奇迹……重
庆拥有与长江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红色文
化、生态文化，全市长江干流现存不可移动
文物15155处，拥有重要文化资源124处，
长江三峡重庆境内共有核心旅游资源246
个，在长江干流全域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代表
性。重庆段理应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的“主战场”。

曹清尧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自主持
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第一次座
谈会就放在重庆，从此确定了以“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近年来，重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强力实施长江
生态保护修复，长江重庆段水质常年为优，
用实际行动担负起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
山”的“上游责任”。

曹清尧在调研中了解到，重庆以三峡文
物为重点，加强长江文化资源和长江文物保
护利用，已完成《长江三峡文化发展研究》等
一批重点研究课题，出版《近代川江航运史》
《千古三峡丛书》等学术专著60余部，推出
《长江文明展》等展览，着力阐释长江文化历
史渊源、发展脉络、区域特征及价值理念，形
成了丰富研究成果。

曹清尧认为，长江重庆段文化保护传承
工作基础扎实、重点项目成熟，最具备条件
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推动文旅
融合示范江段”。他呼吁国家相关部委加大
政策项目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在政策项目
上予以重庆适当倾斜，特别是在加强长江生
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和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和
项目扶持，加大对重庆三峡文物保护、文旅
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支持。建
议有关部门和单位合理统筹编制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总体规划，将重庆段作为建设重
点，建设长江文化公园示范区。同时，整合
相邻省份和地区资源，建立跨区域协作机
制，探索可持续发展和运营模式，真正走出
一条新时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新路。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
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

推动长江文化资源
在更高层面上联动共享

□新华日报记者 杨频萍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政协委员、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
就十分关注长江文化研究。“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启动建设后，将从国家层面推动长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贺云翱说。

贺云翱建议，开展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
资源普查和科学研究，建立长江文旅资源数
据库，加快制定建设规划，构建长江文化保
护利用实践体系，推动长江文化资源在更
高、更广阔的层面上整合联动共享。选择建
设若干“长江文化地标”，形成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示范区。

各地要对域内长江文化资源、特点和价
值系统有充分认知。贺云翱说，江苏是长江
文化的富集区，也是长江文化与大运河文
化、江海文化的交汇地，在长江文化体系中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贺云翱建议，建立长江文化研究平台和
研究基地，持续研究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
弘扬问题；加强对长江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研究。做好顶层设
计，制定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规
划，并分门别类地对长江文化的研究与践行
等做出规划。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
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

以“大文化”价值观
统筹引领

□浙江日报记者 何冬健

亘古千年的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
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在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看
来，长江是中华民族“大文化”价值观的写
照，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以千年传承
的“大文化”来统筹引领，避免“一个城市起
一个炉灶”。

当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在文化建设等
方面的探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完全有能力、有实力、有动力、有条
件在此实现真正“破题”。

许江认为，中国文化的忠信始于山水的
忠信、历史的忠信、人文的忠信。了解长江，
就是了解母亲河、了解乡土中国。他建议，
根据长江的千里生态，做好全流域特色发展
规划。

“氤氲千年的江南文气与自然，共同造
就了西湖十景。”他说，大文化要依托历史文
脉，追寻大江的性格与气质，让江水在心中
永远流淌。

无论是荆楚吴越等地域文化，还是陶瓷
漆器等器物文化，无尽的文化宝藏等待挖
掘。只有充分涵养长江历史文化根脉，才能
让包括浙江在内的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的
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枝繁叶茂。许江说，打
造文化长江，须打好文化产业特色牌，“能不
能谋划长江文化节，由全流域各大城市轮流
主办，传播长江情、展示江山美？”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湖南省文联主席鄢福初：

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
深度和时代高度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既要充分挖掘长江文化的精髓，彰显文
化自信，也要结合现代理念和时代特点，弘扬
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湖南省
书法家协会主席鄢福初表示，要从长江文化
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湖南湘江是长江主要支流之一。”鄢福
初说，从楚汉文化到湖湘理学文化，再到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湘江孕育和诞生
了屈原“上下求索”、杜甫心系民苦、范仲淹

“先忧后乐”等精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内容。从当代文化资源来看，沿岸经
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既构建了长江经济
带，也提升了长江生态带、长江文化带。

今年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部署启
动，湖南岳阳163公里长江岸线位列其中。
近年来，湖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
碧水”的殷殷嘱托，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展示水
天一色的巴陵胜状。

“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
在鄢福初看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不仅仅是基
础设施建设，还要通过文旅融合，讲好长江沿
线文化故事，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

目前，湖南省岳阳市正大力实施最美长
江岸线生态绿道等十大标志性工程，并率先
启动湖南长江沿线文物考古调查工作，并将

“讲好长江故事”提上重要日程，争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先行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非遗保护协会
副会长、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郑晓幸：

设立“国家长江经济带
文化发展论坛”

□四川日报记者 郭静雯

四川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
区域，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非遗保
护协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郑晓
幸带来了一份关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建议。他建议，参照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
做法，设立并召开国家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
论坛，打造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品牌。

郑晓幸认为，设立并召开国家长江经济
带文化发展论坛，挖掘和梳理长江历史文化
资源，系统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有利
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
标识的传播度和影响力；有利于盘活历史文
化资源，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一带一路”同步建设，推动
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郑晓幸认为，论坛应坚持“政府指导、社
会办会”宗旨，围绕打造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
品牌，坚持品牌化、社会化、融合化发展。建
议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组织开展前期调研、
成立论坛筹备组，由国家相关部委、长江流域
地方政府共同主办。

郑晓幸建议，应尽快开展长江文化资源
普查，建立长江文化数据库，做好顶层设
计。同时，利用国家社科、文保、艺术基金等
资源设立长江文化研究系列课题，加强流域
内文物与非遗的保护和利用，探索长江的历
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将重庆段打造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曹清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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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
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熊召政：

注重长江文化的
整体性系统性

□湖北日报记者 杨宏斌 通讯员 肖迪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必须‘把整条
长江放在心里’。”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
进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著
名作家熊召政表示，当前各地推进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的形势喜人，但不能认为哪个
江段“更重要”，要注重长江文化的整体性、
系统性。

去年全国两会，熊召政向全国政协提交
提案，建议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

多年来，作为著名作家和文化学者的熊
召政，醉心研究长江文化。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正式启动，让他非常欣慰。熊召政表
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立项和建设，是我们
国家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是实现长江经济
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将成为
强化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载体。

熊召政认为，沿江各地既要注重彰显特
色，也要注重整体把握；要在综合评估基础
上，充分挖掘本地长江文化资源，做好项目设
置和景区设置；不仅要从整条江来宏观把握，
还要从气候、地质、水文、生态、人文各方面综
合研究长江保护和文化开发。

熊召政表示，长江文化包括生态与人文，
这两方面都要着力做好。长江文化具有多元
性，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下游
的吴越文化，呈现的特点不尽相同，要认认真
真地挖掘研究，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加以发扬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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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