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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近悦远来的故事

目标 “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市考
察时指出

坐标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城墙
永宁门

文物巡查管理员寇重辉这几天特别忙。
“2月2日，西安城墙景区将在永宁门点

亮龙年花灯，我们要加紧对这段城墙进行巡
查。”寇重辉有着8年的“巡城”经验，“重点
是提前干预、降低风险，比如当监测到地铁
某一段震动频率对城墙可能造成影响，我们
就会要求地铁行至这一段时减速。”

8000多个监测点位守护着城墙的安
危，确保附近各种活动都在不超过城墙最
大承载量的情况下展开。

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的西安城墙
全长13.74公里，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
筑。仿佛一位坚毅威武的卫士，千百年来
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年近七旬的西安市民张培林还记得
她青年时代西安城墙的样子。那是大约
半个世纪前，西安城墙的墙体残垣断壁、
墙头杂草丛生、墙根堆着垃圾。永宁门是
西安的主城门之一，虽然保存较为完整，
却也斑驳衰败。

如今，永宁门已不是张培林记忆中的
模样。清晨，吊桥缓缓放下，金甲武士从
城墙内阔步而出；傍晚，城门周边华灯绽
放，络绎不绝的游客在这里“打卡”留影。
每年，这里都会举办城墙马拉松、新春灯
会、非遗展演、健步走等文体活动。

十多年时间、6万余张照片，西安市民
韩存枝用镜头记录了西安城墙的变化。
一开始聚焦景，见证了护城河水由浊到
清，环城公园由乱到治。如今她更爱拍
人，记录游客汉服飘飘、花钿灼灼，年轻人
在城墙上跑步、骑行，似与千余年前的古
都隔着历史长河于此相约。

从军事防御设施，到国宝级文物，再
到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空间。城门之变折

射保护理念之变。城墙内，是老西安的烟
火人间；城墙外，是现代城市的流光溢
彩。完整贯通的城垣与现代城市生活相
融共生。

张培林爱在城墙脚下的环城公园散
步，说起西安城墙她如数家珍：“长乐门、
安定门、永宁门、安远门，是西安城墙四个
主城门的名字。各取一字便合成‘长安永
安’，这正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

目标 “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
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2023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

坐标 江苏省苏州市平江路

早晨7点多，平江路刚刚苏醒。
58岁的姚志俭帮5岁的小孙女梳洗打

扮好，吃好早饭。从东升里出发，沿着清澈
河道，穿过高矮古树、经过错落老屋，祖孙
俩手牵手步行10分钟，来到幼儿园门口。

短暂的上下学路上，姚志俭总会和
小孙女讲起平江路上的风云：钮家巷3号
是清乾隆年间状元潘世恩故居，大儒巷
是为了纪念明代大儒王敬臣而命名的，
历史学家顾颉刚故居在顾家花园……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平江路
全长1606米，北接拙政园，南眺罗汉院双
塔。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有各级文保单位
20处、控制保护建筑45处，被称为“没有
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

阮湧三出生在苏州钮家巷。年近八
旬的他带领着年轻人探访老街老巷，推开
一扇扇门，拜访一个个久远的故事，悬桥
巷、狮林寺巷、传芳巷、东花桥巷、卫道观
前……实地走访，让记载在书本上的历史
变得立体而鲜活。

既是受益者，也是传承人。姚志俭与
阮湧三，作为至今仍居住在平江历史文化
街区的1.3万原住民的代表，身上体现着
古城苏州对待历史文脉的态度。传承弘
扬优秀历史文化，不仅要护住物，还要留
住人，更要涵养文化的魂。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藏
身平江河畔的琵琶语评弹艺术馆，慕名
而来的年轻人络绎不绝，只为听一曲吴
语《声声慢》。一小时节目，两组演员4个
人，每天演出6到7场，几乎场场爆满。

“叮铃铃……”上课铃响起，紧挨平江
路的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每周五下午的
社团活动开始了。昆曲、评弹、竹刻、碑拓
等非遗主题社团多种多样，在学生心灵深
处播下传承的种子。

“物”的保护、“艺”的传承、“人”的培
养……平江路充沛的文化张力吸引着天
南地北的人们。据统计，2024年元旦假
期，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日均客流量11.4万
人次，比2023年元旦假期上升234%。

目标 “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
当代相得益彰”——2020年10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坐标 山西省平遥古城

1月26日，王龙飞在朋友圈发了一条
信息，庆祝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
目顺利通过现场竣工验收。高兴的不仅
有他这个项目副总指挥，还有至今仍生活
在古城内的人们。

58岁的杨晓东住在窑场街37号，15
年前他修缮了家里三进院落的历史建
筑，开了一家民宿客栈。之前，他家门口
的下水井一到夏天就返味儿，旅游旺季
时断电、水流小等问题给生活带来不便。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家里能洗
热水澡，有水冲厕所，还有空调制冷取
暖。”杨晓东说，每到夏天他喜欢坐在四合
院里喝茶乘凉，和游客们聊古城的前世今
生，谈到兴起时会自豪地强调：“我们的古
城还是一座‘活’着的城。”

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经过
2800余年洗礼，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保
存着300余处文物、近4000处传统建筑。
青砖黛瓦的古城里，大量传统文化在日常
生活中活态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遥城墙得到抢险加
固，历史建筑陆续得以维护，古城违建整治
长效机制建立。与此同时，一项项民生改善
措施扎实推进：古城外围建成迎薰公园、停
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古城内清零商户燃煤
锅炉，修建现代化旅游厕所，实现垃圾分类
收集；电力、通信、给水、雨水、污水等综合管
线提升和道路改造工程逐一完善。

古城在保护中岁月静好，文化在发展
中日益繁荣。平遥城墙外大型室内情境体
验剧《又见平遥》上演着晋商的信义传奇；
平遥牛肉和推光漆器2023年实现产值
29.6亿元，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业化中发
扬光大；2023年古城接待游客909万人，
门票收入1.2亿元……

平遥古城是沉淀的历史，也是“烟火
气”的现在；是故乡人心中的乡愁，也是外
乡人眼中的风景。“活着的古城”见证历史
与当代相得益彰，也传递出守护中华民族
文化根脉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记者手记
如何让古城传承历史文脉、近悦远

来，除了一丝不苟保护、原汁原味承袭，西
安永宁门、苏州平江路和平遥古城的人与
事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

历史文化街区有边界，历史建筑有形

态，但文化的浸润和熏陶却是无形的。无论

你来自天南海北，都能从中品出诗意与雅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

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

传承好”“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

得益彰”。我们在采访中深切地体会到，总

书记深刻指明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正确方法，也让每个中国人都将传承、传播

传统文化的重任浸润心间，优秀文化的精

华神髓必将在人们的内心永久留存。
城市因人而生动，要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擘画的目标，不仅要留住古城的“形”，
更要传承内在的“神”，形神兼备、心领神
会，方能生生不息。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历史是城市的记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为古城保护与

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一座城门、一条老街到一座古城，古韵悠长、近悦远来的故事里，洋溢着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相合的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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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偕行筑同心
新年伊始，“尔滨”的火爆出

圈为中国旅游市场注入了新活
力。从北方冰雪旅游到南方“花
海经济”，大江南北持续上演一
场场文旅大拉歌。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
日争新。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以时代为坐
标，以创新为引领，方能始终与时
偕行、守正开新，筑牢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最强同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
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
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
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
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这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是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
新作为的必由之路。

与时偕行，学习理论有新
潮。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团生
动讲述了“八八战略”引领幸福
蝶变密码，“网红思政课”在年轻
人中引发“追剧”效应，党的创新
理论学习辅导读物上榜“农民喜
爱的百种图书”，乡村“院坝小讲
堂”活动热火朝天，“理论热点面
对面”系列通俗理论读物文风清
新、广受欢迎……新时代以来，
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十分
生动，理论学习也愈发生动。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聚焦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
首要政治任务，持续创新理论学
习方式、拓展学习载体、丰富学
习内容等，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与时偕行，不断练就新本

领。《长津湖》《山海情》《永不消
逝的电波》等文艺作品以新故
事、新形象、新旋律、新风格奏响
一曲曲时代之声、人民之声；苏
州平江路、福州三坊七巷、平遥
古城等一个个历史文化街区，推
动文旅融合不仅“火”起来，而且

“活”起来；“文博热”“文创风”
“诗词热”悄然兴起，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圈粉“Z世代”……宣传思
想文化战线不断适应受众新审
美，锐意创新创造，不断推陈出
新，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
上新台阶。

与时偕行，主动拥抱新科
技。“AI合成主播”上岗播报，VR
直播带来视听新体验，主流媒体
积极拥抱5G、元宇宙、生成式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媒体深度融合
进入“快车道”；四川三星堆博物
馆新馆内，AI算法实现文物复原、
裸眼3D还原考古“方舱”，全面提
升观展体验；钱塘江畔，“数字火
炬手”奔赴而来，定格下亚洲体育
新的辉煌和荣光……敏锐把握信
息化发展大势，站在技术变革的
最前沿，科技之光与人文之美交
相辉映，引领文化新风尚。

在新的起点上，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立足新方位、新坐标，主
动识变应变求变，抓住历史机
遇，积极应对挑战，自觉肩负起
新的使命任务，不断谱写事业发
展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新华时评

截至2023年底我国个体工商户达1.24亿户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截

至2023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
工商户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
量的67.4%，支撑近3亿人就业。

这是记者31日从国新办举
行的“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的。

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
局长任端平在发布会上介绍，
2023年，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
2258.2 万户、同比增长 11.4%，
个体工商户发展总体平稳，活
跃度和营收水平实现双提升。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建立

与个体工商户常态化沟通交流机
制，出台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政策，
明确“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
三型和“名特优新”四类个体工商
户的认定机制和培育措施。

下一步，在提升个体工商户
发展质量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将
全面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建
成全国统一的“个体工商户名
录”，推动出台更为精准的政策
措施。建成“全国个体工商户发
展网”，探索运用市场化手段，有
针对性地为个体工商户提供法
规政策、市场供求、招聘用工、创
业培训、金融支持等服务。

1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升至49.2%

在位于山东滨州市惠民县的
山东国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在对风电轮毂进行喷涂作业
（1月26日摄）。

1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
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发布数据，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为 49.2%，比上月
上升0.2个百分点。

新华社发

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2023年全年平均为51.8%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

者31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获悉，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2023年全年平均为51.8%，高于
2022年3.2个百分点。

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货运物
流行业年会上，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会长何黎明介绍，2023年
我国物流市场实现恢复增长，具
体来看，快递业务量达1320亿
件，连续十年稳居世界第一；铁路
完成货物发送量39.1亿吨，再创
历史新高；民航货邮运输量735
万吨，基本恢复至2019年水平。

“截止到2023年底，我国A级
物流企业达到9600家。”何黎明
说，2023年我国物流50强企业物
流业务收入合计超过2.3万亿元，
千亿级规模企业已经达到5家。
智慧物流企业稳健成长，网络货
运平台企业预计超过3000家。

在物流网络布局方面，何黎
明表示，据第六次全国物流园区

调查显示，全国规上物流园区超
过2500个，国家物流枢纽达到
125个，示范物流园区100个，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66个。25个城
市推动国家综合货运枢纽建
设。中西部地区物流设施补短
板初见成效。海外仓等跨境物
流设施布局加快；国内高铁货运
班列正式开行，为支撑扩大消费
送上物流“加速度”。

谈到2024年我国物流发展
新趋势，何黎明说，物流需求总
体稳定，最终消费持续复苏，带
动生产、进口需求稳步回升，市
场温和增长将成为常态。依托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消费端对物
流需求贡献将稳步增长。物流
业与制造业、商贸业、农业深化
融合，将构建具有产业特色的物
流服务链。同时，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日益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加
强资源集聚，有望带动区域经济
进一步转型升级。

去年全国破获毒品犯罪案件4.2万余起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

者1月31日从公安部获悉，2023
年，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整治毒品
违法犯罪活动，全国共破获毒品
犯罪案件4.2万余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6.5万余名，缴获各类毒
品25.9吨。

针对境外毒品渗透问题，公
安部部署云南公安机关严密查
缉防控。2023年，共侦破相关
案件2900余起，缴获毒品12.2
吨。此外，公安机关与周边国家
联合开展执法行动，破获一批跨
国毒品大案。2023年底，公安
机关对10名藏匿在缅北地区涉
毒逃犯进行公开悬赏通缉，形成
强大震慑。

针对国内制毒问题，公安机
关全链条打击制毒违法犯罪活
动，加强制毒要素管控，共破获
制毒案件200余起，缴获制毒物

品740余吨。同时，持续强化毒
品源头管控，不断巩固禁种铲毒
成果。

针对跨区域毒品贩销活动，
公安部组织湖南、湖北等11个
重点省份开展“猎枭”行动，联手
打击跨区域大宗贩毒活动，共侦
破重大跨区域毒品犯罪案件32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300余
名，缴获各类毒品7.8吨。

针对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新
型毒品，公安机关在推动新增列
管10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同时，加强药物滥用动态监测，
开展麻精药品管理专项检查。

此外，公安机关加大吸毒人
员发现查处力度，推进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工作标准化，持续巩固
戒毒成效，并广泛开展禁毒宣传
教育，2023年全国共有1亿余名
中小学生系统学习禁毒知识。

文章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
体理念。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
工作的主线，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
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
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
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

文章指出，党的二十大以后，全国各
族人民迈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党的
民族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
少。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准确把
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巩固良
好局面，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文章指出，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
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
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
论。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
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
理。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用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统领和指导中华民族共同
体理论体系建设。

文章指出，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这样一个
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国家的豪迈壮举，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必
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
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
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文章指出，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
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
代化。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中华民族大团
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
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必须高举中华
民族大团结旗帜，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
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

文章指出，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
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是凝
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必须坚定“四个
自信”，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力宣
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大力宣传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
传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创新涉民族宣传
的传播方式，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
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
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
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
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

文章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
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研究解决本地
区本单位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各
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高做好民
族工作的本领，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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