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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一场细雨，葱茏树木掩映下的麦积山更显
灵秀。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麦积山石窟，沿着栈道
仔细察看距今1600多年的洞窟和雕塑、壁

画，同保护修复工作人员亲切交流。
麦积山石窟是敦煌研究院管理的六处石窟

之一，此次在甘肃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
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

时间回到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
到敦煌莫高窟考察调研，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
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时强调，要努
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告诉记者，再
次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介
绍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建设情况，深
切感受到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
视，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

历经千年沧桑，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曾面
临诸多挑战。受林区多雨潮湿气候影响，空
鼓、起甲、开裂、脱色等病害是塑像和壁画保
存最大的威胁。

早在1953年，国家就专门成立了麦积山
石窟管理机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的麦积
山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危及石窟寺安全的严
重险情。近年来，随着加固、修复、渗水治理
和生物防治等保护措施，麦积山石窟保护也从
最初的抢救性保护，转入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
相结合的综合保护阶段。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天铭告诉记
者，2017年麦积山石窟整建制划归敦煌研究院
管理后，文物保护、研究、弘扬等工作得到了
长足发展。

李天铭说：“我们工作的核心就是保护，
只有保护好，才能谈得上文化遗产的永续利
用。”

9月11日上午，在第30窟内，麦积山石窟
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主任马千正在用土、
沙、麦草等混合成的材料，修复一身菩萨塑像
的右臂。

“总书记来到修复工作现场，亲切地询问
文物怎么修复。”马千说，自己向总书记汇
报：我们用传统技艺修复，修旧如旧，不改变

文物的原状。
马千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在石窟中为文

物“看病”，“就拿第30窟来说，90平方米
的壁画，21身塑像，我们团队计划用2年时间
修复，时间很紧，工作得抓紧。”

文化遗产保护，既要耐心细致、更要科学
专业。传统技艺结合现代检测分析手段，才能
够保证“修旧如旧”。近年来，马千和他的团
队申请了一系列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保护项目，
解决了石窟岩体加固、生物微生物防治、栈道
安全稳定等一系列难题，古老的麦积山石窟焕
发出新的光彩。

马千说，总书记来到麦积山石窟考察，是
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我们更有责任、更有动
力，赓续“莫高精神”，把文物保护好，让麦
积山石窟保持更好的状态，长久地展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建设“典范”“高地”

9月11日上午，来自北京的游客方言在麦
积山石窟遇见习近平总书记，“总书记非常亲
和，停下来和游客们聊天。”

方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热爱，麦
积山、伏羲庙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他说：
“麦积山石窟塑像非常精美，天水的历史文化
资源也很丰富，几天的游览，真正不虚此
行。”

麦积山石窟的精美塑像，都是经过岁月的
磨砺，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好
石窟、保护好文物，是摆在敦煌研究院和麦积
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面前的重要课题。

2019年以来，敦煌研究院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向着“典范”“高地”两个目标奋力前
行。通过承担国家级科技保护和研究任务，研
发相关技术、制定保护标准，申报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举措，调动各方力量把文物保护工作做
得更好。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张铭告诉记

者，2019年，他们开始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
的工作——— 撰写麦积山石窟历史上的第一本考
古报告。

考古报告如同为每一个石窟“著史立
说”，梳理其来龙去脉。虽然过程艰苦且漫
长，但是将科学系统地保存麦积山石窟的完整
信息，具有永久性学术价值。

经过数年的努力，目前《麦积山石窟考古
报告》第1-4卷同步推进，第1卷已完成初稿
编写工作，计划于明年完成出版。

近年来，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工作全面推
进，《石窟艺术研究》每年出版，对于石窟寺
研究、麦积山石窟研究有着积极促进作用；成
功举办四届的“麦积山石窟雕塑论坛”已成为
国内有影响力的论坛，实现了传统雕塑研究与
现代雕塑发展的有机结合。

此外，在文物研究方面，研究所还利用近
景摄影测量技术，获取洞窟的实景三维纹理模
型，在此基础上运用计算机辅助制图技术来实
施石窟寺考古测绘工作；借助多光谱成像技
术，使得漫漶不清的千年题记和壁画清晰可
辨；运用X光拍摄与内窥镜，使造像内部的结
构与隐藏信息得以清晰展示……

李天铭说，麦积山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任
重而道远，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
入思考如何加强保护与研究，努力让麦积山石
窟实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子孙后代文
化自信的源泉。

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9月11日上午，正在带团讲解的麦积山石
窟艺术研究所讲解员卢娜在石窟监控中心门前
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

“总书记亲切地和我们打招呼，询问我的
工作情况。”回忆起与总书记见面的一刻，卢
娜难掩兴奋。

卢娜工作7年来，每天都会带着游客进行
讲解。由于麦积山的洞窟都在悬崖峭壁上，爬
栈道、作讲解是她的日常工作。

卢娜告诉记者，总书记说讲解员工作很辛
苦，并叮嘱我们在讲解时要严谨、细致，要加
强学习。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社会教育部主任何
洪岩说，在第30窟门口，总书记和我们亲切
握手、交流，“作为麦积山石窟的第一代讲解
员，我能深刻体会到总书记对文化遗产的重
视。”

1985年，何洪岩成为麦积山石窟的讲解
员，“那时条件艰苦，让我们坚持下来的，就
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热爱。”

从何洪岩到卢娜，30多年的传承，在日
复一日的工作中，他们讲传统文化之美、雕塑
艺术之妙，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青丝白发的更替间，不变的是弘扬传统文化的
信念。

李天铭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第
30窟、43窟、44窟，不仅有西魏时期建筑模
型的集中体现、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有民
族团结、民族融合的具体实证。我们要通过保
护、研究、弘扬，把石窟的故事，各民族文化交
融、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近年来，为推动麦积山石窟更好地“走出
去”“活起来”，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打造
出自主IP“云上麦积”，为游客提供全景漫游洞
窟参观的线上平台。通过3D打印技术，将麦积
山石窟的代表性龛像进行等比例复制，实现了
麦积山经典造像和洞窟的异地亮相。2023
年，“东方微笑——— 麦积山石窟展”“妙相梵
音——— 麦积山石窟馆藏文物珍品展”等展览广
受好评，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展示。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者寄予希望：要
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为传承创
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作
出更大贡献。

赵声良说，传承创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非常重要。我们
将进一步挖掘麦积山石窟的价值，更加广泛地
传播出去，让更多人通过麦积山石窟体会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增强文化自信。

民 生 为 大 民 生 为 要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市安宁区枣林西社区考察回访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欣瑶 石丹丹 安 东

山峦烟雨如画，石窟庄严静谧。
1600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能工巧匠在陇

右名胜麦积山上开窟造像，10余个朝代的接续
营建与重修，成就了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
明珠——— 麦积山石窟 。

麦积山石窟 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
馆”，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
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历经千年风雨洗礼，麦积山石窟现存221
个洞窟、3938件造像、近千平方米壁画，为各
民族文化交融、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留存下
珍贵印迹。

9月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市考
察。他来到麦积山石窟，了解当地推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等情况。他说，我国四大石窟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文化价值。他希望文物工作者赓续“莫
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为传承创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更
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让文物保护工作
者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
殷切嘱托，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尽最
大力量做好石窟文物保护、修复、传承、利
用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作
出贡献。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彭 雯

秋日的兰州，金风送爽，气候宜人。
9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兰州市

考察。在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和刘家堡派出所，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紧扣居民实际需要特别是“一老一
小”等重点，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要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基层治理
和社会治安做得更扎实。

在退休老党员李宗彪家，习近平总书记
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常。习近平总书记
表示，民生为大、民生为要，党中央十分关
心老年人的幸福安康，各地各有关部门在养
老、医疗和社区服务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要坚持做下去，越做越好。

在社区广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纷纷围
拢过来的居民们说，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正
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更加团
结、更加努力，大家一起加油干，创造新的
更大辉煌。他还提前向大家致以中秋的节日
祝福，祝家家户户都平安、健康、快乐。

这一路，总书记一边走一边看，细细叮
咛、殷殷嘱托。谆谆话语，温暖人心、催人
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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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的每一张桌子都是我们的办公桌”

9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枣林西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黄丽娟仔细向总书记介绍了社区党组
织作用发挥、优化便民惠民服务、落实为基层
减负等情况。

党群服务中心墙上张贴的“用心聚力 用
情服务”几个大字鲜明醒目，桌子上摆放了一
份社区事项清单及办事流程。“居民医保、居
民养老保险、残疾证等各类便民服务事项在这
里可以实现‘一窗受理、全科办理’。”黄丽
娟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道。

广泛征求社区居民意见、集众智而建的枣
林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三层，每一层都是为
居民精心打造的活动空间：邻里会客厅、枣林议
事厅，长者食堂、老年课堂，童梦亲子园、图书阅
览室，还有便民服务驿站、舞蹈室、电影院等。

“我们没有独立的办公室，社区的每一张
桌子都是我们的办公桌，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
的办公点。”黄丽娟说，“如果要举办一些大
的活动，这些区域都能打通、互相融合，目的
就是为了让办公区域最小化、便民活动场地最
大化，让辖区群众进得来、坐得下，有归属、
还想来。”

王彤是社区的一名网格员。前不久，她收
到辖区老人潘丽梅手写的一封感谢信，信中对
王彤和同事在潘丽梅意外摔倒独自在家养伤时
提供的悉心服务表示由衷称赞和感谢。

11日下午，王彤正在记录刚上门探访的一
户居民家中的情况。这时，总书记来到她的办
公桌前。

“总书记拿起我的记录台账一边看一边问
我平时怎么为居民服务，还叮嘱我要将社区群
众服务工作落细落实。”备受鼓舞的王彤表
示，将切实发挥好网格员的作用，用心用情做
社区居民群众的贴心人。

“我们社区目前有19名工作人员，都在网
格上，还有社区民警、法律顾问、楼栋长、热
心大妈、志愿者都是我们的网格服务力量，做
到了‘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难在格中
解’。”黄丽娟说。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近年
来，枣林西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面

推进基层治理精细化、服务群众精准化，建立
“多网合一、一网统管”网格化服务体系，采取
“线上+线下”的双服务模式，通过多元力量参
与，让社区治理由“单兵作战”转为“协同善
治”，以“小网格”赋能社区“大治理”。

“总书记还非常关心为基层减负的情况，
我向总书记报告，现在会少了、文件少了、各
种督检考也少了，基层负担减下来了，基层力
量加上去了，我们为群众服务的时间更多了、
精力也更足了。”黄丽娟高兴地说。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深耕善治”

刘家堡派出所是一家建在社区里面的派
出所。

习近平总书记从枣林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大厅来到一旁的刘家堡派出所警务服务大厅。
这段路，也是辖区居民群众经常走的一段路。

刘家堡派出所是安宁区新改建的现代化派
出所，辖区面积8.8平方公里，和枣林西社
区、综治中心融合办公，信息共享、平安共
建，“一站式”服务辖区群众。

管小妹是刘家堡派出所警务服务大厅综合
服务窗口的一名户籍民警。“总书记询问大家
的毕业学校、工作和生活情况……总书记像亲
人一样关心我们，让人很温暖。”管小妹表
示，将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更耐心、更贴心、
更热心地为人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从警28年的刘家堡派出所所长朱宏军，是
一名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的“老公安”。

“总书记特别关心民辅警的工作和生活，
还了解了我们派出所警务力量下沉的工作情
况。作为一名基层公安民警，受到总书记的接
见和慰问，我非常光荣，倍感振奋。”朱宏军
告诉记者。

刘家堡派出所现有民警22人、辅警30
人。今年以来，刘家堡派出所以党建统领为主

线、以争创枫桥为目标、以打造亮点为抓手，
大力推行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全面深化“两
队一室”实体化运行，不断增实力、激活力、
提战力。截至目前，辖区刑事、治安警情实现
“双下降”，分别下降64%、18.6%。

“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立足‘派出所主防’定位，深耕‘主动创安、
主动创稳’理念，融入‘大数据+网格化+群
众路线’的‘田字型’基层治理体系，探索出
了综治中心总牵头、警格网格相融合、三所联
动聚合力、四联共建创格局的‘1234’警调
对接工作新机制。”朱宏军说。

此外，为打造基层群防群治力量培训教
育、群众平安宣防新基地，刘家堡派出所还探
索成立“社区警校”，聘请优秀师资，结合社区安
全防范、帮扶教育等工作，开展集中授课培训，
将课堂开到居民楼院、学校课堂、企业工地等。
目前，通过“社区警校”已开展培训40余次。

“总书记的嘱托，我们牢记在心。”朱宏军表
示，将以高站位、优服务和新机制，深耕基层治
理，深化为民服务，以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
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行动和优良业绩，为
甘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公安力量。

“社区为我们老年人办了件大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
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一阵美妙
的歌声，从枣林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传来。

“这是我们的老年课堂，正在唱歌的是社
区的枣林星辰合唱团，总书记来的时候，大家
也正在为参加合唱比赛排练这首歌。”黄丽娟
告诉记者。

记者见到合唱团成员马福民时，他正在与
其他成员热烈讨论。他大声向我们介绍自己：
“我叫马福民，幸福的‘福’，人民的

‘民’。当时我就站在第一排，特别激动。”
马福民说，“总书记亲切地问了我们合唱团的
一些情况，就像是和我们拉家常一样。”

56岁的魏星是安宁区文化馆的一名退休老
师，如今，她被推选为合唱团团长。她说：
“总书记听了我们的演唱，希望歌声让我们年
轻、快乐。”

“除了声乐，我们老年课堂还有葫芦丝、
舞蹈、形体、绘画等课程。每天的课程都很丰
富，也一直很火爆。”黄丽娟说。

“社区为我们老年人办了件大事。”合唱
团成员张玲竖起大拇指，“社区不仅让我们老
有所养，还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精神
有寄托，文化有熏陶！”

傍晚时分，枣林西社区的长者食堂开饭
了。75岁的杨燕萍买了一份木耳炒肉片、一份
西芹百合、一碗米饭、一碗汤，坐下来慢慢品
尝，“这些菜花了8.8元。”

长者食堂也是李宗彪和老伴李延明经常光
顾的地方。

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看望李宗彪和
家人。李宗彪家两室两厅，总书记进门后，首
先看了厨房，“总书记还打开冰箱看了看。”

看完住房情况，总书记和李宗彪一家三代
围坐在一起拉起家常。

“总书记问我父亲多大年纪、有几个孩
子、身体怎么样……问得细致、亲切、随和，
非常平易近人。”李宗彪长子李凯向记者讲
述，“总书记说，看到我们一家三代生活幸
福、其乐融融，他很欣慰。”

“总书记看到我的孙女戴着眼镜，询问了
孩子的视力情况，叮嘱我们要保护好孩子的眼
睛。”李宗彪说。

“一老一小”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
祉，也是总书记的深情牵挂。

民生为大、民生为要，映照的正是我们党
一切为了人民的不变初心。

赓续“莫高精神” 潜心为国护宝
———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麦积山石窟考察回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