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北 ， 地 处 长 江 之 腰 ，

是 长 江 干 线 流 经 里 程 超 千 公

里 的 唯 一 省 份 ， 也 是 长 江 文

明 形 成 的 关 枢 之 地 。 两 江 千

湖 ， 成 就 了 “ 九 省 通 衢 ” 的

繁 荣 ； 江 水 奔 流 ， 勾 勒 出

“极目楚天舒”的壮阔图景。

在 这 里 ， 农 耕 文 化 、 荆 楚 文

化 、 红 色 文 化 以 及 现 代 先 进

文化繁衍发展、兴盛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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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

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

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

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围绕“加强长江文化保护传承 讲好新时

代长江故事”，10 月 19 日至 23 日，全国政协副

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港澳台侨

界别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团在湖北省开展视察。5

天行程，视察团通过实地调研沿江两岸历史遗

迹、地质遗迹保护传承利用情况，深入文博场

馆、沿江产业园和农文旅融合发展民族地区，

深刻感受到湖北省近年来在保护好长江文物和

文化遗产，深入挖掘长江文化鲜活内涵，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取

得的显著成效，在走访中积极建言献策，为建

设文化强国，回答好长江文化保护传承这道时

代命题贡献政协力量。

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

一部长江文化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

走进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园博园内的长江文

明馆，从反映藏滇文化的唐卡、铜鼓，反映荆楚文

化的铜尊缶、曾侯昃剑、铜方豆、大府铜量，到反

映吴越文化的良渚玉琮等，沿江两岸具有代表性

的文化瑰宝吸引着视察团成员的目光。

聚焦长江流域自然生态和人类文明两条主

线，沿着蓝色灯光勾勒出的长江水系脉络，委员

们先后参观栩栩如生的长江流域代表性植物标

本、动物标本，以及五光十色的各类矿石标本。

通过实景模拟体验互动展陈手段，视察团仿佛置

身于长江之畔，身临其境地感受几千年来长江文

化的不断发展与丰富。

工作人员介绍，站在世界大河文明发展的高

度，以长江文明馆为基地，通过经常性举办城市

生态论坛，长江流域珍稀物种保护论坛，长江流

域非物质文化、艺术品鉴赏论坛等活动，探索聚

焦全球不同地域和民族关于大河文明传承发展

的经验和智慧。

立足于文化展览、文化交流、文化传承上的

积极探索，是湖北省加大对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

发展力度的缩影。

在屈原故里秭归，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充分结合，是秭归县作为

三 峡 工 程 移 民 大 县 所 秉 承 的 文 物 保 护 与 发 展

宗旨。

屈原祠复迁是长江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项

目之一。山门牌楼前，郭沫若先生手书“屈原祠”

三个大字苍劲有力。拾级而上，林立于碑廊之内

的屈原作品一一映入眼帘，馆内展陈着各种与屈

原相关的展品和文物，红柱白墙间处处保留着历

史遗韵。

“屈原故里对我们而言，不只是个地名，更是

一种精神和情怀的承载。”国家非遗项目“屈原传

说”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郑承志介绍，屈原祠历史

悠久，从唐元和十五年（公元 820 年）王茂元修建

到因葛洲坝工程建设而搬迁，后因三峡工程而再

次搬迁，秉着按照原样搬迁、原样复建的基本原

则，到 2023 年 12 月，秭归县又按照“原材料、原工

艺、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等原则，对屈原

祠进行了迁建后的首次修缮保护。

“讲好屈原故事，是长江大保护的应有之义，

是传承长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促进民族融合

的有效途径。”在详细了解屈原祠建设情况后，全

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制

片人吕涛认为，屈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运用好屈原文化这张亮丽

名片。“讲好屈原故事、长江故事，既要面向国内，

也要注重国际传播，结合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对

比讲述，让国际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提升长江

的国际形象，让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

辉。”

紧邻屈原祠所在的凤凰山，就是中国水利史

上的“璀璨明珠”——凝聚着几代人智慧和心血

的三峡大坝。

“天门中断楚江开”，登临坝上，远眺长江，滔

滔江水不绝。如此雄伟壮阔，令视察团不禁感

叹 ，这 不 仅 是 历 史 文 化 的 承 载 地 ，更 是 工 程 奇

迹。三峡工程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在水电领域的

先进技术，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水利建设方面的

智慧和勇气。

为全面系统展示三峡工程的历史由来、建设

过程、建设成就和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博物馆于

2022 年 8 月正式开馆，距离三峡大坝仅 1 公里，设

有三峡馆、工程馆、水电馆等多个展区，视察团边

听边问，从更多维度详细了解了三峡工程的建设

历程和历史深意。

背靠凤凰山，遥望三峡大坝，高峡平湖构成

了一幅古代文明与现代水电科技交相辉映的和

谐画卷。

在全国政协委员、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政龙看

来，长江文化元素丰富，蕴涵中华文化数千年来

的精粹。“不少重大事件曾在此发生，包括赤壁之

战、楚汉相争等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基于这些

素材可以创作更多文艺作品来讲好长江文化故

事。而长江三峡工程是国家水利电力工程技术

发展的代表，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写照。”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周

春玲表示，长江文化涵盖范围很大，既有山水

人文，也有乡土文化、地域文化。在保护、传

承和弘扬过程中，应加强研究的联动性。在规

划长江文化发展中加强整体布局和顶层设计，

联动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建议充分利用长江沿

线优质文化历史资源，以历史文化为主线开发

深度游项目，打造长江沿岸精品旅游线路，吸

引国内外游客体验长江文化之旅，感受不同的

风俗民情与饮食文化。

讲好新时代绿色长江故事

长江两岸，山水湖泊、鸟飞鱼跃、一草一木皆

是长江文化的生动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

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绝不容许长江生

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守

护万里长江，传承长江文化，必须把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好。

在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江边一块

铜铸的圆形地标上，“2018.4.24”几个数字记录

着一场重大转型的开始——这里，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长江大保护的“立规之地”，为长江经济

带 高 质 量 发 展 定 下 “ 共 抓 大 保 护 ， 不 搞 大 开

发”的根本遵循。

微 风 细 雨 中 ，视 察 团 走 在 宜 昌 的 长 江 堤 岸

边，水清岸绿，美不胜收。但在对长江岸线进行

整治修复前，这里曾面临着严重的污染和生态破

坏问题。

在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着展板上“长江

母亲病了”这句话，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化工

学院讲席教授杨全红深有感触，“长期以来，由于

化工企业围江、农村生产污染、船舶燃油排放、矿

山无序开采，母亲河长江生态环境遭受了极大破

坏。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立

规，强调把长江修复放在首位，自此，绿色成为长

江沿岸高质量发展必需、也是必要的底色。新时

代的长江文化焕发着新气象、新风貌，特别是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传承弘扬以绿色发展为底色的

长江文化意义重大。长江沿岸化工企业的绿色

转型和新能源船舶的开发使用，正是讲好新时代

绿色长江故事的生动体现，不仅展示了工业文明

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共生，也彰显了长江文化在推

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未来，建议

长江沿岸经济带大力引进、发展更多致力于零碳

生产的新能源企业，大吨位船舶电动化和绿色化

发展，更是确保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的根本途

径。”

“在推进经济发展进程中，我国坚定地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与西方一些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形

成了鲜明对比。”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

董吴旭洋认为，对外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是宣传我

国新发展理念、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香

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作

为港区政协委员，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要积极利

用香港媒介资源，向世界展示我国在建设长江经济

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坚定

立场，让世界领略中国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智慧。”

“守护一江碧水浩荡东流，是企业责无旁贷的社

会责任。”全国政协委员、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许清流建议，企业要坚守“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从生产到绿色发展，为产品进行生产全

生命周期的低碳管理，通过引入大数据，提升数字化

管理体系，从设计、采购、物流、生产、仓储、消费等多

个维度，全面推动节能降耗，打造更多高品质绿色产

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长江的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关系到生物多样性保

护，为了恢复中华鲟等珍稀鱼类的野生资源，人工养

殖和野外放流成为关键举措。“目前中华鲟人工养殖

和野外放流的情况如何？”“四大家鱼受环境等因素

变化，在鱼类资源的保护上还面临哪些挑战？”……

带着问题，视察团来到了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探

寻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作的现状。

当看到长江珍稀鱼类在水箱中追逐嬉戏，委员

们对人工养殖中华鲟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工作有更直

观的感受。“从实施河流生态修复到坚持人工增殖放

流，从成立中华鲟研究所到增加科研经费投入，以中

华鲟为代表的自然生态保护历程，带给我们一个‘与

自然共生、携自然向好’的美好未来。党和国家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实

现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这是讲好新

时代长江故事的生动诠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心

胸血管麻醉学会常务副会长敖虎山说。

推动长江文化高质量发展

长江文化根植于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

文情怀，记录着长江一带的文物遗迹，源远流传于沿

江城市和村落的风土人情。

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女儿城旅游区，一位

土家族姑娘正在木织机前忙碌，她脚踩踏板，手握梭

罗扣紧织锦面，边挑边织动作娴熟，不一会儿，根根

棉线就变成了色彩鲜明、纹样特殊的土家织锦，视察

团看得屏息凝神。这正是被誉为土家族的“五彩活

化石”的西兰卡普，2006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长江流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每一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既

代表着长江流域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恩施州，这样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故事还有很多——

利川腾龙洞景区，以壮丽独特的地质遗迹景观

为主题，打造了首台洞穴情景歌舞《夷水丽川》，非遗

特色的丰富题材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宣恩县伍家台贡茶原产地获评“湖北省非物质

遗产传承示范基地”，以茶旅融合为抓手，全面助推

乡村振兴；

恩施土家女儿城是集民俗文化展演、非遗项目

保护传承于一体的多业态旅游综合体，通过“非遗+

旅游”的创新模式，带动促进了当地文旅发展……

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将长江的历

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

色，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

区进行修复。”

如何持续推动长江文化高质量发展？在视察

中，建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高水平推进长江生态、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成为委员的共识。

2021 年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工作安排》，正式启动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大外侨委副主任刘以

勤建议，长江流域文化遗产众多、种类丰富，加快建

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要把握重点，展现长江文明的

独特标识，在规划设计、主题选择、点位安排上凸显

长江文化价值，重点建设代表性场景，形成体现长江

文明形态，具有整体性、辨识性、特有性的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标识系统。坚持干支联动、点面结合，串联

起分散资源，合理划分保护利用空间层级和保护等

级，构建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体系，更好展现长江

文化的独特内涵和突出气质。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

授徐礼华认为，要加快构建“文化长江”超级 IP，让长

江成为传递“中国印象”的重要窗口。建议尽快在国

家层面制定出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和

实施方案，将长江国家博物馆建设规划和整体规划融

为一体，并专门安排相应的配套资金，让各省市在推

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时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同

时，从国家层面建立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协调

机制，集沿江各省市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发掘和提炼丰

富多元的长江文化，打造长江流域文化共同体。

全国政协委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

伙人石文先提出，做好长江文化保护传承，讲好新时

代长江故事，要注重从多方面一体构建、统筹发力。

建议制定长江文化保护传承顶层制度，精心谋划打

造长江文化重点载体，灵活生动再现长江全生命过

程文化历史场景，强化长江文化历史记忆根植，让长

江文化保护传承成为重要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

“虽然只有 5 天时间，但实地走访让我切身感受

到长江的水环境持续向好，人文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传承长江文化故事更是吸引了广大市民群众的积极

参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有了显著提

升。”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亚洲医疗集团董事长谢俊

明感慨道，“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保护和发展

仍是一个重要课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联动起来，巩

固和完善这来之不易的生态和人文环境，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长江文化更鲜

活，为长江故事添新韵。”

让长江文化更鲜活 为长江故事添新韵
——全国政协“加强长江文化保护传承 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党外委员专题视察综述

本报记者 王慧文

在 湖 北 ，长

江自恩施州巴东

县奔腾而入，开

始 了 长 达 1000

多公里的旅程。

湖北的长江

文化上承巴蜀、

下接吴越，历经

千 百 年 融 合 交

流，从黄鹤楼、荆

州古城、襄阳城、

赤壁古战场、恩

施土司城，到武

汉长江大桥、三

峡大坝。视察期

间，聊起湖北的

文化传承，长江

是 绕 不 开 的 话

题。委员们也看

到，湖北自古至

今的文化底蕴都

与这一江碧水密

不可分——

“ 对 文 物 古

迹尤其是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等，

目前政策落实情

况如何？”

“ 在 提 高 长

江文化代表性非

遗保护传承水平

方面还面临哪些

挑战？”

“在阐发长江文化时代价值，

促进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取得了哪些

成果？”

……

委员们一路走一路问，了解

到湖北省以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申

报为牵引，以实施“长江中游文明

进程”等重点领域考古发掘研究

阐述为引领，不断提升荆楚文化

价值，先后出台了 12项地方性法

规，实施文物保护项目 1200 余

个；推行文物保护“一处一策”，推

出了文物密集区安全保护补偿机

制试点建设，形成省市县共抓文

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格局；用心用

情打造了 191 个湖北旅游名镇

名村名街，推出“楚文化之旅”“智

慧三国之旅”等长江文化旅游路

线，不断擦亮长江文旅品牌……

“不仅要细细品读长江文化

的古老韵味，还要继续深入挖掘

长江文化的鲜活内涵。讲好新时

代长江故事，湖北把各项工作落

在细处，做得生动。”这是视察团

几天来最深刻的感受，大家也愈

发读懂了湖北与滔滔江水间绵绵

不息的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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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察团在湖北三峡实验室视察

视察团在了解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制作过程视察团在了解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制作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