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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与传承中凝聚强大的前进定力
——习近平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福建纪事

□福建日报采访组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
2021年仲春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第一站就来到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武夷山，观苍崖碧涧，眺层峦叠翠，研
朱子理学，感慨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殷殷话语，重若千钧！
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对福建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以及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倾注了巨大心力——
在厦门，主持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开启了科学保护鼓浪屿的新篇章；
在福州，为保护以三坊七巷为代表的福州古厝做了大

量工作，形成保护城市文脉的制度性安排；
在省里，积极协调推动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有关工作，实现了福建世界遗产零的突破；治理木兰溪，
让千年农业灌溉工程焕发新的生机；从炸药包下抢救文化
遗产，使“南方周口店”三明万寿岩遗址幸免于被摧毁；积极
推动福建土楼申报世遗；积极研究、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泉
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与发展经济、城市建设之间
关系的思考，高屋建瓴，振聋发聩，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
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
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保护文物
就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流连于碧水丹山，徜徉在古老坊巷，汲取这一片热土

璀璨文明的丰厚滋养，踏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征
途，仿佛能感受到这声音穿越时空，直抵心扉。

第一篇章

守住民族文化的“根”与“魂”

“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

明清鼎盛。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存完整，是中国都市为数不
多的“里坊制度活化石”。

这里物华天宝，面积仅 39 公顷却保存有 200 余座古建
筑，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 15 处，被称为“明清建
筑博物馆”。

这里人杰地灵，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沈葆桢、陈宝琛、
林觉民、冰心等灿若繁星的风流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
生了重要影响。

2021 年 3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
到访三坊七巷，听取福州古厝和三坊七巷保护修复等情况
介绍，步行察看南后街、郎官巷，参观严复故居。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
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
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岁月不居，古老坊巷，文脉悠悠。当年，正是在时任福州
市委书记习近平的重视和推动下，三坊七巷得以免遭破坏，
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

一场抢救林觉民故居的紧急行动，一系列包括“四个一”机
制在内的创新之举，揭开了福州文物保护事业的崭新一页，为这
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美丽古城保住了文脉、留住了乡愁。

2002 年 4 月，时任省长习近平欣然为知名学者、福州市
文物局原局长曾意丹所著《福州古厝》一书作序：“发展经济
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
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
同等重要。”

正因为较好地处理了“古与今”的关系，福州这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了发展”，
正焕发愈加夺目的时代光彩。

紧急行动保护林觉民故居
三坊七巷北隅，南后街与杨桥路交汇处，历经百年沧桑

的林觉民故居静立于繁华闹市之中，门前矗立着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
一个脸盆大的“拆”字。

这座典型的福州民宅，不仅走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之一林觉民，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1911 年 5 月，林觉
民在广州英勇就义。消息传到福州，林家人为逃避清兵的追
杀，躲到福州远郊，将此宅卖给了冰心的祖父。冰心先生小
时候曾在此生活多年。

1983 年 8 月，林觉民故居被确定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然而，没过几年，一场风波降临。

1989 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

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在一家集体
所有制印刷厂工作、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
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
关部门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

时不我待。福州市政协委员张传兴也写信给刚到任不
久的市委书记习近平，并撰文《林觉民、谢冰心故居不容再
拆》，发表于 1990年 12月 1日的《福建日报》，指出“如此不顾
社会效益，不免使人失望”。

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福州市文管会核实，同时要
求有关部门暂缓拆迁。1991 年 1 月 27 日，他又作出批示，要
求市委办核实情况。

1991年 3月 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觉民故居
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亲自主持。到会同志视察
了林觉民故居、黄巷、衣锦坊以及琉球馆等，并就加强文物
工作进行了讨论。

时任福州市文管会常务副主任、福州市博物馆馆长黄
启权参加了会议。在林觉民故居二进大厅廊前，习近平问黄
启权：“老黄，这里是不是林觉民故居？”

黄启权回答：“对，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林觉民故居的大厅。”
“好，我们就决定把它保护下来，进行修缮。”习近平的

话语很简洁。
在会上，习近平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

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
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
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
后代。” （下转第二版）

2001年 4月，习近平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考察。
（资料图片）

2021年 3月 22日至 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 24日下午，习近平在福州三坊七
巷历史文化街区考察时，向游客和市民招手致意。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李润）8月
2日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张慧德带领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深入芗城龙文长泰，
就防洪排涝工作现场办公。

市领导一行先后来到梧桥村、檀林
村、南坑加油站等低洼地以及金里水闸、
珠浦村珠浦排涝站、武安镇水晶路地灾
点，详细询问近期暴雨造成部分低洼地内
涝情况、原因以及病险水闸、地灾点防治
工作，研究制定下一步治理计划和措施。

市领导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扎
实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以实际成效确
保安全度汛。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地灾点、
低洼地、内涝点、高陡边坡、病险水闸等，进
行再排查、再梳理，掌握实时情况，一旦发
现隐患，立即整改落实，真正把各类风险隐
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坚持远近结合、标本

兼治，对已排查的低洼地、内涝点，短期疏
堵，长远按照“能宽则宽、明渠优先”的工
作思路建设管网，下决心逐项处置到位，
切实提高防涝抵涝能力。要坚持“防”字当
头，加快构建城区防洪排涝“一张网”，进
一步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强化防汛责任落
实和部门联动，把实施方案落实到人，落实
到时间段，全力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一旦发现隐患 立即整改落实
市领导带队开展城区防洪排涝工作现场办公

本报讯（章纪）8月2
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李东河
主持召开市纪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传达贯彻
省市疫情防控相关会议
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疫情防控监督工作。

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提高
站位抓监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
省委、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工作要求，把做好
疫情防控监督工作作为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
行动，积极主动履行纪检监察职责，为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提供坚强纪法保障。要紧
盯责任抓监督，充分运用“1+X”监督机制，
聚焦“四方责任”落实，坚持全覆盖、拉网
式、常态化开展监督，注重直扑现场了解情
况、深入一线发现问题，督促各级党委政府
和职能部门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松劲心态，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人物同防”要求，筑牢疫情防控严密

防线。要严明纪律抓监督，坚持边检查边
整改、督促立行立改，着力减轻基层负担，
严肃查处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突出问题，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
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失职渎职等典型问
题，精准稳慎追责问责，坚决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以严明纪律推动
全市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以严明纪律推动防控工作落实落细
市纪委监委专题部署疫情防控监督工作

“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
齐。”尽管在征战东京奥运会的道路上，中国女排遭遇
了始料不及的“风霜”。但她们输而不倒、挫而不折、坚
持到底，为荣誉而战，为祖国而战，用事实告诉大家：中
国女排精神还在！女排精神依然是一棵傲然挺立的树！

赛场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中国女排作为奥运
会卫冕冠军，经历了对阵土耳其、美国、俄罗斯女排的
失利，失去了晋级八强的机会。艰难困苦中，女排第四
场对阵意大利、第五场对阵阿根廷，均以 3：0 完胜。两
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展现了中国女排的实力和精神。
在与意大利队的比赛前，张常宁说：“球不落地，永不
放弃，竭尽全力。”郎平说：“昂起头来，我们打的是一
种体育精神！”

女排精神是一棵傲霜的橘。唐朝诗人张九龄说：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意思是，江南橘树到了冬季还是一片苍翠的绿林。难道
是因为地气温暖吗？不是，是橘树不畏风霜的本性。漳
州作为中国女排的娘家，“娘家人”见证了中国女排这
棵大树的成长，熟悉她的成长故事，体悟她的精神内
涵。女排在漳州的训练场所从无到有，从一倒地就掉一
层皮的“三合土”地面、一下雨就漏水的“竹棚”训练馆，
到如今正在扩建改建的“中国女排娘家”基地，见证了
一代代的女排队员砥砺前行、不屈不挠的奋战历程。一
场场大赛，磨砺出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女排
傲然世界排坛，这种精神不是一场失利就可以磨灭的！

女排精神是一棵挺拔的松。清代陆惠心说：“瘦石
寒梅共结邻，亭亭不改四时春。须知傲雪凌霜质，不是
繁华队里身。”意思是，青松是瘦石、寒梅的同类，具有傲
雪凌霜的品质，无须繁华的背景，不浮华不虚荣。在对
战意大利女排的获胜时刻，球馆内响起《歌唱祖国》的
旋律。“升国旗，奏国歌”，这是中国女排永远追求的目
标。这种为国而战的神圣使命，引领着一代代中国女排
将帅征战南北、无畏东西。40年前，中国女排首获世界
冠军。40年来，中国女排有辉煌和荣耀，有失败和低谷，
唯一不变的是从未停止对为国争光的追求。中国女排早
已是成为中国体育的一张“名片”，女排精神更是成为一
种时代精神，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力拼搏。奥运赛场上，
无论是荡气回肠的硬战，还是顺风顺水的比赛，女排姑
娘总能拿出奋力一搏、一往无前的气势。哪怕努力之后
不一定会赢，但中国女排的呐喊声还是响彻赛场。虽然
中国女排本届奥运会最终结果无缘八强，但正如郎平
曾说“所有的困难都是比赛的一个部分，(下转第八版)

女排精神是一棵挺立的树
⊙本报评论员

新老“排粉”：

“娘家人”永远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