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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楼兰，一个熟悉而又神秘的名字。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还。”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名句脍炙人口。
身穿毛织物，足蹬毛皮靴，头戴尖

毡帽，距今 3800 多年前的“楼兰美女”被
发现时轰动一时，给人以无尽遐想。

在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努力下，反映
魏晋官吏制度的铜印“张帀千人丞印”、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辉煌呈现《李柏文
书》……一件件楼兰文物，一处处楼兰
遗迹拂去黄沙、重见天日，彰显着楼兰
现存遗迹建设者的中原属性，见证着西
域与中原的紧密联系，讲述着中华文明
的多元一体。

楼兰在哪里？它因何而兴，因何而
亡？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它给后人留
下什么启示？

守护：万里荒漠 千年故城

楼兰是我国古代西域地方政权之
一，地处新疆若羌县境内罗布泊北岸，因
扼守丝绸之路咽喉，曾是东西方重要的
商品集散地和中西文化荟萃之处。然而
在辉煌了数百年后，楼兰在历史舞台上
无声无息地消失，留下一个未解之谜。

100 多年前，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
布泊探险时，首次发现了楼兰并将之公
布于众。从此，掀起长达一个多世纪的

“楼兰考古热”。近几十年，我国科学家
深入罗布泊，揭开楼兰神秘面纱，将淹
没在历史浮尘下的辉煌文明重现人间。

如 今 的 楼 兰 遗 迹 轮 廓 依 稀 可 辨 。
通过航拍俯瞰，可见城郭基本为方形，
占地面积 10.8 万平方米。楼兰故城东
北 区 ，坐 落 着 残 高 约 10.4 米 的 佛 塔 遗
址，不远处有一处官署遗存，考古工作
人员叫它“三间房”。虽经风沙侵蚀，遗
迹依稀可见，房屋用土块垒砌，东西两
间较狭小，中间一间较宽大，形制规格
较高，布局严谨。

往事越千年，这些见证过楼兰兴衰
的古遗址在狂风细雨中，或风化、或返
碱、或逐步被夷平。为了保护楼兰遗迹，
一群楼兰文物保护站的文保员扎根在环
境恶劣的罗布泊，守护着古老文明。

19 岁的阿迪力江·吉里力是文保员
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工作是在大漠
深处日常巡视，不让文物盗窃者或者游
客进入故城和附近的墓葬群，一次大概
两个小时，大多时候，沿途只有死寂般
的荒凉。

寂寞是这份工作的底色，也常有惊

险时刻。多年前，保护站站长李鹏飞曾
经碰到过拒不听劝，甚至“抄家伙”威胁
他们的闯入者，最终在公安机关的帮助
下，这些闯入者被全部带走，并搜出了
他们试图盗走的文物。

大漠孤烟，雄关漫道。楼兰故城及
周边气候异常恶劣，最近几年的气象资
料显示，该区域 8 级大风天数年均高达
80 天，浮尘天气 115 天至 193 天，夏季地
表温度 70 摄氏度。尽管环境艰苦、条件
恶劣，但提及工作，阿迪力江依然是满
满自豪：“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文物，
都有着重要价值。”现在楼兰有 2处保护
站，每个站都有人值守。

“相关部门以最大努力保护了楼兰
故城。”李鹏飞告诉记者，2020 年 6 月，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深入
罗布泊，顶着高温和风沙，克服恶劣环
境，对楼兰故城内的佛塔遗址和官署遗
址进行长达 170天的抢救性修复。

42 岁的文保员马壮来保护站前对
楼兰知之甚少，而今他已阅读了大量历
史书籍，对守护故城感情逐渐深厚。“我
们与古迹为伴，耐得寂寞、吃得风沙、扛
得暴晒，虽然苦，但甘之如饴。”

见证：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

楼兰之所以蜚声海内外，除了它的
消失之谜，还因为这里出土的文物具有
多重价值。

“三间房”西面的垃圾堆里发现了
诸多汉文、佉卢文等木简和纸质文书，

“西域长史”或“长史”的官衔及活动记
载频频出现。

其中，写于东晋时期的《李柏文书》
引人注目。据考古学家孟凡人考证，西
域长史李柏在讨伐叛变的戊己校尉赵
贞前，给焉耆王龙熙写下这封书信，意
在争取其对自己讨逆的支持，避免腹背
受敌。

“由这些文字可知，这里曾是西域
长史的治所、驻地。”楼兰博物馆馆长冯
京表示，木简和文书的发现，证明当时
楼兰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重要门户，
中央政府使用中原王朝的制度和管理
体系管辖此地。

2015 年，“张帀千人丞印”字样的铜
制官印在楼兰出土。考古人员表示，

“张帀”可能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
地名。

在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下，中原与西
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

上互相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
相互亲近，活动地域上交错，甚至血缘
上渗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龙、虎、天禄等瑞兽昂首阔步，“望
四海贵富寿为国庆”九个字古拙奔放，
楼兰出土的织锦，虽然右侧边缘已残，
但其精美的纹样仍令人赞叹不已。

“织锦铭文展现了汉代中国面对世
界的博大胸襟，以及立高怀远、积极进
取的文化精神，表达了对国家繁荣昌盛
的美好愿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
长李文瑛说，带有吉祥语的织锦，其中
有不少是汉王朝封赏赐赠给西域绿洲
城国首领及贵族的礼品。

以丝路“楼兰道”为纽带的中原—
西域交通大动脉有机地将军事、政治及
楼兰居民的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推动
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共同体下被进
一步建构。

悠悠古丝绸之路上，楼兰也见证了
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考古人
员曾在此发掘出来自异域的海贝、珊瑚
和蚌饰件等。

透过楼兰故城中佛塔遗址，可以看
到公元 3 世纪至 4 世纪，这片土地盛行
佛教的景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
学学院助理教授潘攀说，佛塔坐落于楼
兰故城中很重要的位置，它的存在证明
佛教东传后曾在当时的楼兰地区传播
并发展。

激“活”：楼兰故事 中国声音

白云千载空悠悠，在楼兰遗址所在
的新疆若羌县，一座楼兰博物馆拔地而
起，这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楼兰文化为主
题的博物馆。冯京介绍，现馆藏文物
5717 件，其中一级文物 6件。

踱 步 展 厅 ，展 陈 的 一 件 件 古 老 文
物，似乎向今天的人们讲述彼时的生活
万象，诉说着楼兰的千年沧桑。

《史记·匈奴列传》，是楼兰在史籍
中第一次亮相。汉武帝时，张骞凿通西
域，开辟古丝绸之路，楼兰扼守南北两
道之咽喉，商贾不绝，驼铃悠悠，一派繁
荣景象。然而，辉煌数百年后，楼兰逐
渐城郭巍然，人烟断绝。故城出土木简
文书记载了当时耕地因干旱不能完成
耕种任务的情况，专家分析，河流改道
断流、罗布泊干涸是楼兰消亡的实质性
原因。

如何复活沉寂上千年的楼兰？

2014 年到 2019 年，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牵头，联合五家科
研单位，针对楼兰在内的罗布泊诸多科
学问题开展综合性科学考察，这次考察
用实物证据证实了汉晋时期楼兰以汉
传文化为主导。

2022 年春天,已故楼兰考古专家侯
灿撰写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正式出版。为楼兰的地理位置和规模、
从汉到晋的历史演变、形态布局等提供
了新的资料，并为楼兰测量提供了经纬
度、水渠道路、建筑遗址的精确数据。

科考过程中，一件件见证历史的文
物重见天日。同时，加强楼兰文物价值
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让楼兰文物

“活”起来的工作也日渐兴盛。
“楼兰出土的织锦残片是我们的灵

感来源。”楼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柜台
前，工作人员向游客介绍。云气纹、瑞
兽纹等纹饰，“长葆子孙”“延年益寿”

“长乐光明”等吉祥语，一件件交织楼
兰文化符号和现代元素的书签、U 盘、
抱枕、坐垫、水杯、手提包受到参观者
青睐。

除了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让楼兰故
事走向远方，冯京介绍，博物馆还积极
组织举办小小讲解员培训、流动博物馆
展、楼兰文化研讨会，打造楼兰文化交
流、思想碰撞和成果展示的平台。

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义宏介绍，若羌
县深挖楼兰文化元素，发布《我在楼兰
等你》《楼兰我来了》等音乐作品，打造

“楼小兰”IP 形象，以动画形式讲述楼
兰故事，让神秘而遥远的楼兰文化“活”
起来。

“楼兰遗址是丝绸之路的亲历者、
见证者和参与者，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
中华文化符号。”李文瑛认为，楼兰见证
了中央政府西域治理体系的构建，也见
证了中华文明自信拥抱世界。

“楼兰是让世界了解东方大国的重
要遗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孟宪实表示，国内也越来越关注楼兰研
究，楼兰的思想和文化特性将在不断的
深化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充分阐释。

新华社记者 邓玉山 杨皓 蔡国
栋 张玉栋 张瑜 王科文

让 楼 兰“ 活 ”起 来
—千年神秘遗址的现代回响

记者 3 月 27 日从北京市发展改革
委获悉，北京市近日印发《进一步推动
首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行动方
案 2024 年工作要点》，紧扣发展新质生
产力，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提出 50
项重点任务，向“新”而行推动首都高质
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根据工作要点，围绕京津冀协同发
展，北京将携手津冀协同布局新质生产
力，在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上重点突
破，发挥链长制作用，做实京津冀产业
链图谱，建立“龙头企业+产业基金+项
目”的产业发展模式，推动三地联动构
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推进
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推动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全球主
要创新高地建设，北京将围绕国家战略
需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打通束缚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加快攻坚突
破前沿颠覆性和关键核心技术，力争在
量子信息、生命科学、高端仪器设备及
通用型关键零部件等重点领域实现新
突破。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

的产业基础。”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为此北京将积极发展新质
生产力，进一步巩固提升数字经济发展
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筛选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
大模型和创新团队，推动更多垂类模型
在政务、医疗、工业、教育、文化、生活服
务等领域落地，着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融合发展，前瞻
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

北京还将充分发挥首都大市场优
势，支持商业消费空间公共区域品质提
升，打造一批商文旅体融合的消费新地
标，高质量举办演出、赛事、展会等大型
活动。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研究制定相关行动方案，促进投资
和消费不断涌现新亮点。

此外，在加大改革攻坚和扩大开放
方面，北京将积极扩大制度型开放，推
动金融、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出台配套
措施，全力塑造营商环境“北京服务”品
牌，深化“一业一证”和“一件事”集成服
务改革，破除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体制机制障
碍，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新华社记者 郭宇靖

北京发布50项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阿克
苏的苹果人人夸”一句顺口溜道出了
新疆瓜果之乡的代表特色。人人都
夸的阿克苏苹果，尤以冰糖心为特点
享誉全国，而一个个香甜爽脆的甜蜜
果实从春天便开始酝酿成长。

春耕时节，记者来到阿克苏冰糖
心苹果核心产区红旗坡，跟随果农一
起施肥、修枝、打理果树，记录红旗坡
如何开启新一年的“甜蜜耕耘”。

红旗坡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是
一片靠近天山山麓的坡地，北靠天山
托木尔峰，南接塔克拉玛干沙漠，独
特的水土光热条件孕育了品质上乘
的冰糖心苹果。

早春南疆寒凉不减，天刚亮不大
一会儿，红旗坡的一片片苹果园里已
经人影晃动，果农王超正与工人一起
给自家“摇钱树”追施肥料。

见到王超时，他正搓着手用铁锹
往推车里铲羊粪，羊粪堆在果园土路
边上，拉货车辆来来往往。

“要想秋天有个好收成，从开春
就得忙起来。”王超告诉记者，他经营
这片果园也有 11 个年头，从栽下小
苗到长成大树，眼前 40 亩果园里的
每棵树都像他拉扯大的孩子一样。

“去年行情好，收了 100 吨苹果，
挣了差不多 50 万元。”聊到 2023 年的
收成，王超喜不自胜。

多年摸爬滚打，王超熟练掌握了
林果种植管理技术，这两年果园产量
也从几十吨逐渐增加到百吨，收入节
节攀升。“还没到盛果期呢，今年预计
能产 150吨左右。”王超笑着说。

距离王超果园不远处，果农尹仕
国正忙着修枝。“我修过枝的果树采
光更好，便于管理，也延长了采摘期。”
尹仕国放下锯子，抖了抖身上修枝掉
落的锯末，讲述着他的种植新方法。

尹仕国老家在四川省绵阳市，来
到新疆近 20 年仍然乡音不改。他告
诉记者，果树的特性之一是顶端优
势，即营养成分都向枝条末端输送，
让果树向四周生长就是利用这一特
性，降低管理难度。

“去年我们的果子商品率达到了
80%左右，收益远远高于普通果园。”
尹仕国说，这两天气温刚刚回升，他
赶紧招呼工人实施大规模果园改造。

在另一片园子里，来自喀什地区
叶城县的麦合木提·赛麦提拥有丰富
的果树修剪经验，如今他是同村务工
带头人。在麦合木提带领下，同村务
工人员 1 个月前就来到红旗坡开展
修枝作业。

“这里活好干，每天有 200 元收
入。”靠着外出务工，麦合木提去年买
下一辆新车，现在他想让跟着他干的
村里人都能开上小汽车。

近年来，在新疆加强绿色有机果
蔬产业培育等相关政策支持下，红旗
坡苹果品种增加到 20 多个，产品结
构也从单一的鲜果销售延伸至果酒、
果脯、果干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年
销售额超过 1亿元。

春天里，红旗坡的果园一眼望不
到头，人们为甜蜜生活奔波的身影忙
碌又踏实。

新华社记者 苟立锋 丁磊

冰糖心，甜从春天来

3 月 26 日，和而
泰 青 岛 东 北 亚 智 能
制 造 基 地 员 工 在 生
产线上忙碌，该企业
产 品 应 用 于 全 球 智
能 家 电 等 多 个 高 新
领域。

近年来，山东省
青 岛 市 坚 持 以 项 目
突破抢赛道，构建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先
进 制 造 业 为 骨 干 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让
传统优势产业“老树
开 新 花 ”，新 兴 产 业
迅速“生根发芽”，未
来产业“超前谋划”，
抢抓新质生产力，不
断 塑 造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动 能 、新 优 势 、新
引擎。

新 华 社 记 者 李
紫恒摄

“现在居住环境好了，能耍的地方
多了，住在这里的幸福感强多啦！”这是
日前记者走访重庆市北碚区朝阳街道
大明社区时，居民袁代银对记者吐露的
对社区改建提升的感受。

大明 社 区 曾 是 大 明 纺 织 染 厂 的
厂址，该厂前身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先 生 于 20 世 纪 30 年 代 创 办 的 三 峡 染
织 厂 ，其 生 产 的 布 料 质 优 价 廉 ，畅 销
西 南 地 区 。 为 纪念卢作孚，大明社区
以此为名。

随着时间推移，这里成了典型的老
旧社区，设施陈旧、管网老化，还存在不
少违章搭建。

自 2021 年 4 月起，北碚区相关部门
在这里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然而项目
启动之初并不顺利。“我们努力把民生
工程做成民心工程。”大明社区党委书
记吴劼说，“但要把好事办好可没那么
容易。”

龙江花园小区是大明社区面积最
大的老旧小区。过去，小区内遍植小叶
榕，但常年无人打理，树枝杂乱又容易
长满攀缘植物。“靠街的窗户都被挡住
见不着阳光，夏季又特别容易招来蛇虫
鼠蚁。”回忆起改造前的情形，居民康万
寿仍不免心有戚戚。

项目启动不久，实施改造的北碚区
佳友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征求居民意见
后，确定了移栽计划，即从每三棵小叶
榕中移走一棵，于是请施工队做好标
记。没想到隔天开工时，移栽区的树木
全被居民涂上相同的标记，原计划无法
展开，公司负责人姬永民哭笑不得。

改造无法推进，社区只好重新召开
大会，商讨后决定将小叶榕全部移走，
改种桂花树。挡光又招虫的大树不见
了，小区内的空间开阔了不少。“桂花开
放时节，空气里飘着清香，希望能飘进
居民心里。”吴劼说。

“除了对硬件设施的提升，我们在
改造工作中还积极探索居民共建共治，
一方面有助于改造顺利推进，另一方面
也能让改造成果更贴近百姓心意。”吴
劼介绍，大明社区曾是一个无物业公
司、无大修基金、无业委会的“三无”小
区，社区成立居民自治管理服务委员
会，带动居民群众共同参与，提升社区
管理“软实力”。

“社区自管会里共有 11 位热心居
民，其中有 7 个嬢嬢做群众工作比我在
行。”吴劼笑着说。

文星村小区的改造就离不开社区
自管会的助力。过去，小区主干道常被
车辆占满，街坊邻里争相挤占空间，乱
停乱放现象普遍，挤占消防通道带来安
全隐患。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此次改造对道
路进行了拓宽重建，一方面清理违建乱
堆物，保障安全通道畅通；另一方面将

车行道改为人行道，为居民提供便利。
但有些居民起初并不支持这项工

作。社区工作人员和自管会的嬢嬢们带
着方案登门介绍，这些居民认识到改造
的好处签下同意书后，还自愿加入劝解
团，主动劝说不愿配合的居民。街坊邻
里相互影响下，项目推进顺畅了许多。

4 个月后，脏乱差的街道变成带着
鲜明文化特色的商业街，原来的大明纺
织染厂文化元素被有机地融入街道装
饰中，道路变得开阔明净，引来不少商
户入驻，为居民生活带来更多便捷。“社
区居住环境提升了，文化氛围也更浓
了。”居民梁绍琼说。

事实上，大明社区的变化只是重庆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一个缩影。自改
造工作启动以来，重庆市累计启动改造
老旧小区逾 6000 个，建筑面积 1 亿多平
方米，惠及 140多万户家庭。

新华社记者 吴楠

重庆重庆：：老旧社区焕新记老旧社区焕新记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大早，在黑
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西长发镇龙山
村一处河边鱼塘，村党总支书记郭玉
彬和村民们便开始忙着破冰捕鱼了。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春节前
我们就开始忙，一直都没闲着。”郭玉
彬兴奋地说。

龙 山 村 资 源 丰 富 ，泥 河 绕 村 而
过。从前村民把坑塘水面开发成水
稻田，收入一直不高。面对增收难
题，郭玉彬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开启

“渔稻轮作”模式，带动当地 22 户村
民加入水产养殖，创立了冷水鱼养殖
场，鱼类产品远销北京、广东、四川等
地，年纯利润最高达 370 多万元。郭
玉彬也完成了从“老把式”向“新农
人”的华丽转身。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许
多“老把式”在产业引导、培训带动、
创新扶持下，逐渐转变为有文化、懂
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持续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家人们，想吃筋饼又懒得和面，
就来我直播间，纯手工筋饼到货贼快
……”在大庆市林甸县红旗镇一处手
工筋饼加工车间内，致富带头人张喜
东正和村民们忙着直播带货。

张喜东今年 40 岁，祖祖辈辈生
活在红旗镇先锋村，村里每人不足 5
亩地。他种植过中草药等经济作物，
尝试几年收效甚微。

“电子商务的火热给我带来了思
路。”张喜东说，通过一年多的学习，
他掌握了筋饼制作方法。2020 年他
带着 10 多名妇女手工制作筋饼，通
过直播打开市场，效益可观。

目前，张喜东创立的“筋兴业”品
牌供不应求，平均日销售 400单左右，
年均销量近 1000 万张，创收 300 余万

元，带动 30余人年均增收 3万余元。
近年来，黑龙江多地依托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积极开展技能培训，使
“庄稼汉”成了“土专家”。

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宝山乡巨
宏村，村民苑忠国正在准备春耕，多
年来通过参与县里的培训，春耕物资
的采购对他来说已是轻车熟路。

“多亏有县里的培训班，我学到
了很多种植和经营技术，也从一名靠
天吃饭的‘老把式’变成了合作社理
事长。”2019 年，苑忠国的合作社正式
开始土地托管经营，入股的村民尝到
了土地规模经营的甜头。今年，合作
社签下了土地托管合同 5.5 万亩，日
子一天天好起来。

据了解，2014 年到 2023 年间，甘
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累计培养新
型职业农民超 4000 人，通过“送教下
乡、送课入户”为农民提供服务超过
20万人次。

齐齐哈尔市依安县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学校校长丛德全介绍，围绕食
品、电商、畜牧等特色学科建设，依安
县组建了技能人才培养专家库，目前
已有 126 名专家。同时成立现代农
业、畜牧兽医、农业机械、农业经济、
智能工程 5 个专家工作站，柔性引进
专家队伍，对接行业技术堵点，合作
开展横向课题研究。

“通过免费技能培训，从农民中
就地培养一批乡土人才，既顺应了广
大农民学习现代农业知识的意愿，也
为乡村振兴积累了人才。”依安县委
书记王柱说。

新华社记者 梁冬 唐铁富

黑土黑土地上新气象地上新气象：：

““老老把式把式””变变““新农人新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