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习近平同志

高度重视党史文化、红色文化的教育激励

作用。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弘扬“红船

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阐释

了红船精神，他深刻指出：“‘红船精神’正

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在他的关心支持

下，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于建党85周年之

际破土动工。如今，作为我们党梦想起航

的地方，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已成为弘扬

红船精神的红色基地。之江大地正在深入

抒写践行红船精神的动人篇章，为忠实践

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

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凝聚磅礴力量。

一橹摇桨开天地，一叶红船映初心

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

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重要萌发地，浙江初心如磐，使命在

肩。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5次
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经过深入调研，总结

提炼了红船精神。他指出：“红船起航于浙

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

性。这是浙江的光荣。”习近平总书记2020
年在浙江考察时，再次要求“要大力弘扬红

船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

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

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如今，红船精神早

已融入浙江人民的血脉之中，红船初心正

在由梦想变为现实。

2017年 6月 19日，浙江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闭幕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新一届省委

常委会赴嘉兴南湖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

神，接受革命精神教育，并召开第一次会

议。2020年 9月 11日，省委书记袁家军和

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郑栅洁赴南湖瞻

仰红船。在省委带动下，之江大地大力弘

扬红船精神，汇聚起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磅礴力量。

不忘初心，党旗高高飘扬

红船，寄托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承
载着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

在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的关键时刻，桐
乡市河山镇八泉村19名党员群众摁下红手
印，挺身而出、主动请缨，拉起一支疫情防
控志愿队。

这些志愿者冒着寒风冷雨，奔走在村
里的各个角落，有的做好日常排查，有的挨
家挨户发放宣传资料、免费口罩，还有的开
着村里的微型消防车进行扩音喇叭宣传。
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服务百姓、守护健
康。

重任前当仁不让，关键时挺身而出。
疫情在哪里，党员干部就战斗在哪里，党
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八泉村只是浙江众志
成城战“疫”的一个缩影。浙江从“三个
地”的政治高度，发动全省党员干部进村
社和企业参与疫情防控、选派驻企指导员
蹲点服务，危急时刻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

先锋模范作用，始终让党旗在战“疫”一线
高高飘扬。

攻坚克难，汲取奋进力量

步入位于南湖区的企业闻泰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5G智能手机的自动化
生产线正在全力运转。副董事长肖学兵说，
公司2018年就开始大力投入5G智能终端研
发，如今已实现量产。凭着一股敢为人先的
闯劲， 经过10多年发展，闻泰通讯从名不
见经传的小公司，成长为目前全球手机
ODM巨头，2019年总产值达200多亿元。

同在南湖区的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15年如一日，坚持自主创新，并于 2020
年登陆A股市场。芯片技术的突破，让斯
达半导体彻底摆脱了核心原材料只能依赖
进口的窘境。目前，该公司已拥有自主研
发的全系列 IGBT芯片、快恢复二极管芯
片。

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和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浙江民营企业家从

红船精神中汲取奋进的力量，锻造新时代
浙商精神，抢抓机遇、创新发展；从摇着拨
浪鼓的小货郎到遍布全球的浙商，浙江企
业的发展历程是对“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
中奋起”的最好写照。

牢记使命，共创美好生活

初春的海盐县北团村，街道干净整洁，
屋内窗明几净。“目前村内所有建筑外观建
设已全部完工，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有新的
变化。”北团村党总支副书记张建红笑着告
诉记者，北团村美丽乡村升级版竣工在即。

污水处理系统全面升级、卫生服务中
心升级换代、美丽乡村精品线迎来更多游
客、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北团
村在党组织班子的带领下，彻底摘掉了“县
里重点扶持村”的帽子，在青山绿水间写就
致富故事，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
乡创业。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农村一样
大有可为。毕业于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90
后马婷佳回到北团村，注册成立绿氧家庭

农场，建起标准化食用菌大棚，成了一名
“采蘑菇的小姑娘”。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
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一幅幅珍贵的照

片、一幕幕再现的场景……海宁人徐雪芬

参观完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最后一间陈列

室，百年革命历史如风云过眼，胸中激荡许

久难以平静。

在梦想起航的原点，南湖革命纪念馆

已成为弘扬红船精神的红色基地。党史学

习教育正在扎实开展，广大党员干部争相

来到这里，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追寻红色初心。

来自杭州的95后党员何小霞还记得第

一次瞻仰红船时的情景，“我们这一代人不

会忘却历史，红船精神永不过时。只要年轻

人拥有信心与热情，国家的未来就充满希

望。”

青春的面庞，灿烂的笑颜，在新时代的

浩荡东风里，红船精神正绽放出更加耀眼
的光芒。

南湖上的一叶扁舟，已成巍巍巨轮。

之江大地抒写践行红船精神的动人篇章——

一叶红船映初心
浙江日报记者 郑文 李茸 通讯员 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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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上的红船。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曾到良渚
文化遗址调研，强调“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
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多年来，浙江始
终遵循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推进申
遗工作。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后申遗时代”，浙江持续推
动遗址保护和利用、研究和交流、传承和发
扬，努力擦亮这张世界级文化金名片。

那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一幕——北京时
间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
开的第 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
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华五千多
年文明史，再添实证。

从发现到申遗成功，良渚遗址历经了
80多年考古保护之路和近 3年申遗攻坚之
路。最终梦想成真，离不开习近平同志对良
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的高度重视。

高瞻远瞩，为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掀开
新篇章。在不断涌现的重大考古发掘和研
究成果中，在持续加深的对中华文明悠久历
史的认识中，在干部群众像爱惜生命一样保
护良渚遗址的接力坚守中，良渚文化从容走
入现代人的心扉。

一小铲，发掘一片文明因子

80多年前，施昕更在这片土地上挖下
考古第一铲时，这位 24岁的原浙江省西湖
博物馆职员恐怕不会想到，这一小铲，将开
启一段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世纪
之旅。

如今，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访客络绎不
绝、风景美不胜收。一幅幅诗意美景图，将
千年岁月凝成四季的赞歌，孕育着新生的
惊喜。

“我们不断完善景区交通路网，做更多

标识和文字解说，让大家兴致盎然地走着逛
公园。”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如今，这个围绕“最小干预、最大
阐释”原则打造的“走入式、沉浸式、体验式”
美丽公园，正通过不断加快重大项目推进，
提升周边配套服务，推动公园展示更加丰满
和立体、旅游互动更加丰富和优化，建设国
家级文化高地。

2020年 3月 21日，良渚博物院在做好
疫情防控措施后，恢复开放。除了3个展厅
丰富的馆藏之外，“见证——良渚申遗之路
展”，以新闻视角、纪实故事、现场展陈等方
式，全景式展现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背后的
历程。

2019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和良
渚博物院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 350万人
次。正如生长在良渚古城沃土之上的蒲公
英，将文明的因子撒向神州大地。每一位来
到良渚的访客，汲取的不正是这强大的精神

力量吗？

一封信，影响一群中华儿女

2016年 6月 13日，著名考古学家宿白、
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向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提出了《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标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2016年
7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提
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统筹安排，申报
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
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
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如今，全国中学生在课堂上，就能了解
良渚遗址对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

2019年 9月 1日，正式启用的人民教育
出版社全国统编《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
以整整一页的篇幅介绍了古城、水利系统、

玉器等良渚遗址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阐
述了良渚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
要地位；同时，2019 年人教版《中国历史》
（高中版）和高中数学（第一册）教科书中，也
出现了有关良渚遗址的内容。

有书本上的详尽解读，更有亲身感受的
体验式教学。铲开沙土“发掘玉器”，用黏土
堆筑古城模型……2019年 12月 29日，位于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的良渚文明探索营地
正式开营，近百名学生共上“研学第一课”。

不只在课堂。申遗成功后，11册“良渚
文明”丛书重磅推出，这套面向大众的通俗
科普读物，是省文物局“面向良渚古城遗址
申遗的保护研究成果应用及转化”项目的最
新研究成果。

在良渚博物院文创商店，有一款网红咖
啡，拉花上萌萌的“神徽”头像，让人们忍不
住拍照留念。带有良渚玉琮纹样的无线充
电盘、木质印章……400余款良渚主题文创

产品的推出，让传统文化和科技、设计相融
合，走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2020年4月，设计灵感源自良渚文化的
杭州亚运会吉祥物“琮琮”，杭州亚残运会吉
祥物“飞飞”相继“亮相”。可以说，良渚文化
早已浸入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成为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优秀文化内
容。深化良渚文化研究和传播，让我们不断
加深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认识，
传承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切实守护好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一声槌，敲出一段中国故事

在阿塞拜疆，随着第 43届世界遗产大
会主席重重敲下木槌，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
功。灿烂的良渚文明，走向世界。

浙江新闻客户端出品的动画短片《第
43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在举行，有个“新生”
来报到》，获得第41届世界新闻设计大赛最
佳数字设计银奖。这是中国大陆媒体首次
获得该项目银奖，也印证着良渚申遗获得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全球，美国广播公司、
日本共同社、澳联社、德新社等 360余家海
外主流媒体发文关注良渚申遗成功。越来
越多的国际人士关注良渚、认同良渚文明。

“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在我心中是中国乃
至全世界最伟大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
2019年12月16日，国际考古学泰斗科林·伦
福儒勋爵第三次来到良渚，他的发言掷地有
声。在当日举行的“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良
渚行”活动上，来自世界各国的 100多位知
名专家、学者考察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
址公园。

后申遗时代，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
会肩负良渚文化对外传播、擦亮这张世界级
文化金名片的历史责任。“我们有信心把这
一厚重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研究好、传
承好、利用好。”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说。

浙江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良渚古城遗址——

将千年岁月凝成四季赞歌
浙江日报记者 陆遥 通讯员 李力行 摇慧敏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美不胜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