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赛道 奋楫争先

本届学青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360 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广西赛区

17971 人，广西以外赛区 2389 人。参

赛运动员中包括一些国际、国内大赛

的 冠 军 选 手 ，他 们 追 求 卓 越 ，自 信 开

放，以拼搏为美、为友谊而赛，在赛场

内外上演高水平竞技、展现新时代青

少年风采。

一项项青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全

国纪录被超越。举重女子45公斤级比赛

中，福州队徐璐莹 85公斤的抓举成绩追

平了世界纪录；南宁队姚华莉超蹼泳女子

100米器泳和50米潜泳两项世界青年纪

录；广州队吴昊霖以10秒31刷新尘封十

年的全国少年男子百米纪录……

一批批潜力之星在学青会的舞台

上脱颖而出。南宁队男子手球选手吕

世凯多场比赛闪耀全场，半决赛力挽

狂澜帮助球队上演逆转好戏；14 岁的

陈妤颉在中学组女子 100 米决赛中以

11 秒 43 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金牌，且

超越了亚运会冠军葛曼棋在大学乙组

女子 100 米决赛中的夺冠成绩，200 米

比赛中她再次以超大学组冠军成绩的

表 现 将 金 牌 收 入 囊 中 ；不 久 前 获 得

2023 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

体冠军的徐文婧，在学青会上凭借优

异发挥夺得女团和女单双冠。

一幕幕顽强拼搏的赛场瞬间在青

春记忆里熠熠生辉。广西队运动员卢

显江在 4×400 米接力决赛中受伤后

没有选择退赛，而是用单腿跳的方式

坚持完成比赛；今年暑期才组建的广

西女排的运动员们在平均身高比对手

矮半头的情况下，展现出敢打敢拼的

精神和不服输的姿态，屡屡赢得现场

观众的喝彩。

首届学青会全部赛事已经结束，

但青春的故事刚刚展开。一届运动成

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盛会过后，未

来一代代青少年还将赓续前行，奋楫

争先，继续传递和弘扬追逐梦想、敢于

拼搏的蓬勃力量。

全民共享 真情礼赞

本届学青会，包括港澳在内的 101

个代表团齐聚广西。“全民参与、全民

共享”的办赛思路贯穿始终，赛事项目

遍布广西全部 14 个地市，让赛事拉动

效应和场馆赛后利用惠及更多群众。

广西各地以学青会为契机，加快推

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筹办大型赛

事的组织能力和水平，促进竞技体育和

群众体育加快发展，以承办赛事为窗口，

展示良好的城市形象、秀丽的山水风光、

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书写了广西体育

史上又一浓墨重彩的篇章。

曾是“酸雨之都”的柳州，经过多年

治理，如今已变成生态之城、水上娱乐

运动之都，全民健身持续升温；举办了

学青会冲浪、滑板、帆船、校园组足球等

四个项目比赛的北海市，利用得天独厚

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产

业，丝路古港焕发新活力；集“老少边

山”于一体的西部地市百色借赛事承办

机遇，改造提升了一批市政基础设施，

刷新了壮乡红城的“含金量”……

面对首次举办学青会的“大考”，

广西精心办赛，将体育与“中国风”完

美融合，为全国前来参赛、观赛的人们

奉上一场独具韵味的文化盛宴。

赛场上，运动员们英姿飒爽、奋勇

争先。赛场外，志愿者们挥洒汗水、默

默奉献。从 32 所高校招募而来的 1.65

万名志愿者“小青芒”，以开放包容、热

情好客、敢做善成的精神风貌服务学

青会。真情付出的志愿者团队得到广

泛认可，已经收到来自运动员、媒体等

群体的百余封感谢信和十多面锦旗。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李辉说：

“学青会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平稳有序、大型

活动圆满顺利、保障服务周到细致、竞

赛成绩亮点频频，实现了‘简约、安全、

精彩’的办赛目标，取得了圆满成功。”

赛事成功举办的自豪与荣光由所

有参与者共享。真情礼赞属于为本届

学青会作出贡献的志愿者、建设者、服

务者以及各界群众和广大市民。他们

众 志 成 城 ，用 一 届 精 彩 、温 暖 的 运 动

会，把青春的种子播撒在绿水青山间，

将奋斗的誓言镌刻在八桂大地上。

体教融合 继往开来

学青会应体教融合改革而生，是

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检

验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舞台。

本届学青会成为青少年体育改革

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竞赛成绩

方面，公开组与校园组均取得突破，亮

点频频。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主要负责人认为，学青会更重要的意

义与价值在于，引领带动体育运动的普

及提高，切实提升青少年学生体质。

学 青 会 是 全 面 推 进 体 教 融 合 的

盛 会 ，不 仅 体 现 为 赛 事 融 合 ，也 体 现

在理念融合。大赛期间，组委会成功

举办了学青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由教

体 双 方 紧 密 配 合 ，经 各 省 级 教 育 、体

育 部 门 审 核 推 荐 ，共 收 到 论 文 2423

篇，评选出获奖论文 928 篇，其中 176

篇为案例专题论文。

教育部体卫艺司一级巡视员郝风

林说，本届学青会有四个突出特点：全

面深化了体教融合，部门之间紧密合

作、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充分彰

显了青年学生特色，展示了广大青年

学子风采和体教融合育人成效；掀起

了全民健身热潮，各地以赛事为契机，

通过各种体育活动让青少年充分领略

体育魅力；生动体现了民族团结进步，

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少 年 强 、青 年 强 则 国 家 强 ，青 少

年 是 祖 国 的 未 来 、民 族 的 希 望 。 李

辉 认 为 ，此 次 盛 会 的 举 办 ，一 定 可

以 让 更 多 的 青 少 年 了 解 体 育 、喜 欢

体 育 、参 与 体 育 、从 事 体 育 ，推 动 体

教 融 合 和 学 校 体 育 工 作 发 展 ，促 进

青 少 年 体 质 健 康 ，促 进 体 育 强 国 与

健 康 中 国 建 设 。

（新华社南宁 11月 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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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源远流长

的文化和灿烂辉煌的文明。

黄河奔流不息，文明绵延不绝。黄河两岸，

留存着灿若繁星的文化遗产。一件件文物，一处

处遗址，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与包容，赓续着

连绵不断的黄河故事。

山河印记：观黄河而知华夏

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

近年来，夜塬遗址的发掘让考古人员惊喜连

连。夜塬遗址位于黄河支流南洛河流域的陕西

省洛南县，在厚达 24 米的地层堆积物中，考古人

员发现了 12000 余件石制刮削器、砍砸器、手斧、

手镐等旧石器时代石制品。

110 万年前古人类就在这里劳作生息，并绵

延至距今 3 万年前后，时间跨度长达百万年。

九曲黄河，在中华大地上划出了一个巨大的

“几”字弯。地貌类型多样、气候湿润宜人、动植物

资源丰富，非常适宜华夏先民的生存繁衍。在这

里，东方文明的曙光、华夏先民的智慧不断闪耀。

裴李岗，河南新郑市西北部的一个普通村

庄。这里诞生的“裴李岗文化”，与黄河文明密切

关联。约 8000 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开

始种植稻、粟，并且掌握了酿酒技术，过着较为稳

定的定居生活。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

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在我国 5000

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 3000 多年是全国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这一区域发现的河

南双槐树、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映照出中

华早期文明的光芒。

何尊，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1963年出土于陕

西省宝鸡市贾村镇。当文物工作者清理掉斑斑锈

迹后，在何尊的内底发现 122字铭文，其中的“宅兹

中国”字样，留下“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录。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词的内涵从最初的

方位区划“天下之中”，不断演变、发展、扩充。与

此同时，中华文明如滔滔黄河之水，一路奔流融

汇，终成连绵不绝的浩荡华章。

生生不息：黄河文物绽光彩

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男耕女织的农耕

文明；从宝塔山下的黄河大合唱，到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河水奔

腾，文明相承，黄河沿岸的文化遗存在保护中绽

放光彩。

距今 3300 多年的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

遗址。殷墟及所出土的甲骨文，使商朝得到证

实 ，把 中 国 有 文 字 记 载 的 历 史 ，往 前 推 进 了 约

1000 年。

作为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

长、揭露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如何妥

善保护？自被发现的第一天起，这个问题就得到

高度重视。

2021 年 10 月，重新修订的《河南省安阳殷

墟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殷墟的保护提供了更

加有力的法治保障。目前，殷墟保护区考古前置

全面落实、“空地一体”智慧防控体系完成构建、

四级网格化管理体制正在实施……殷墟大保护

格局已经形成。

在黄河沿线各省区，文物保护力度持续加

强，文物保护基础不断巩固。

山西平陆县杜家庄段黄河岸边的石崖上，一

段 680 余米长的黄河栈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山崖凸出的岩壁上，绳磨槽痕清晰可见，

黄河船夫的号子声仿佛仍在耳畔。

为防止碎石脱落毁坏古栈道，近两年古栈道

上方安装了专业防护网，新修的排水沟阻断了崖

壁上方雨水对古栈道的冲刷。平陆县文物保护

中心主任宋国杰说：“古栈道承载着古代劳动人

民的聪明才智、见证了中华儿女坚韧顽强的精

神，历史遗迹只有在保护和展示中，才能重获新

生、展现魅力。”

保护黄河沿线文化遗产，不仅是黄河两岸人

民的愿望，也已成为我国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

2023 年 7 月，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加强黄河沿线 9 个省区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进一步提升黄河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守护文化遗产，沿黄河各省区在行动：

在内蒙古，深入开展黄河流域考古发掘和遗

产研究，加强文物保护认定，健全遗产档案，加强

古城、古镇、古村、古灌区、古渡口、古道等遗产遗

迹遗存保护。

在陕西，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正在实

施，加大对周原、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统万城、大

明宫、长城等遗址保护修复力度，推进石峁遗址、

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在甘肃，白银市依托长征、长城、黄河三大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完成景泰宽沟堡遗址、景泰明

长城、靖远钟鼓楼、索桥堡等一批重点黄河文化

遗址本体修缮项目。

源远流长：黄河的故事讲不完

黄河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

随着沿黄公路在陕西省黄河西岸建成通车，

沿线的西岳华山、丰图义仓、壶口瀑布、吴堡石城等

50余处自然和文化景观，如颗颗宝石连在一起。

全长 800 多公里的沿黄公路，为祖祖辈辈生

活在黄河岸边的人们带来了发展新机遇。

黄河畔的合阳县百良镇岔峪村，是黄河支流

徐水河入黄河前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子。前不久，

这里举办了一场传统民俗活动——河灯节，吸引

了大量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和村民一起做花馍、

放河灯、祈福平安。

沿黄公路的开通，让岔峪村展现了它地处黄

河岸边的特殊优势，如今这里农家乐、观光采摘

园发展得红红火火。岔峪村党支部书记雷武义

说，他们正在打造集旅游休闲、民俗文化、田园度

假、生态体验为一体的沿黄旅游文化村庄，以文

化之美和自然之美吸引游客。

2022 年 7 月，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印发《黄河

文物保护利用规划》，黄河沿线多省区也先后出

台保护黄河流域文物、传承黄河文化的实施计划

和行动指南。

随着齿轮转动，一场奇幻之旅开启：鱼跃龙

门、伊阙大战、石窟开凿、飞天牡丹……龙门石窟

景区旁，龙门古街上的《无上龙门》体验馆，观众

在光影流转间，感受龙门石窟之美，参与多彩的

文化巡游。

在山西云冈石窟，一场名为“又见云冈”的大

型实景演出上演，1000 余人现场观看，近 100 万

人线上观看，人们被经由现代艺术演绎的传统文

化之美所打动。

在西安城墙，戴上 VR 眼镜，游客便能从“高

空”俯览古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

畦”的唐城风貌再现眼前。

“ 文 物 ＋ 创 新 ”“ 文 物 ＋ 科 技 ”“ 文 物 ＋ 旅

游”……遍布黄河两岸的文物古迹，以更年轻更

丰富的姿态，来到公众中间。

“黄河之水天上来”，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

宛如一串光彩夺目的珠链，串起两岸的文物遗存，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闪耀着悠远璀璨的光辉。

“奔流到海不复回”，今天的黄河，以进取包容

的精神，续写着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黄河故事”。

（记 者 沈虹冰 杨一苗 王学涛 袁月明

新华社北京 11月 15日电）

奔 流 不 息 的 黄 河 文 明
——黄河流域文物保护传承观察

新华社记者

赵建通 向志强 卢羡婷

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闭幕

式 15 日晚在邕江之畔的南宁青秀山铜

鼓广场举行。临别回首，八桂大地见证

了一场年轻的盛会、一个青春绽放的舞

台、一次体教融合的探索。

这场继往开来的体育盛会成功举

办，意义非凡。由全国青年运动会与全

国学生运 动 会 合 并 而 来 的 学 青 会 ，为

两万多名青少年运动员铺就了一条青

春赛道，也带动亿万青少年以自信、开

放、向上的昂扬锐气，谱写新时代的青

春乐章。

马 忠 强（左）、李 俊 霖 在 比 赛

中。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

会田径项目大学甲组男子 1500 米

决赛中，北京队选手马忠强、李俊霖

分获金、银牌。

11月 15日，演员在闭幕式上表演。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11月 15日，这是闭幕式现场。当日，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闭幕式在广西南宁举行。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碛口古镇一角。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