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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都 林华斌

10月4日是重阳节，缙云鼎湖峰下黄
帝祠宇里，举行了壬寅（2022）年中国仙都
祭祀轩辕黄帝大典。

祭祀轩辕黄帝，自古就是传统节庆。
2021年开始，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
经中央批准由浙江省政府主办，标志着浙
江缙云与陕西黄陵、河南新郑正式形成了

“三地共祭、层次相当”的全国轩辕黄帝祭
祀格局。

我国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祭祀活动，
“民所瞻仰者，如日夜轮转，普照大地的日
月星辰；民所取材用者，如山川、森林、河
流、土地等自然事物；有功烈于民者，如那
些能御大灾、能捍大患，为国家建功立业
的杰出人物。”此类者皆被列为祭祀的对
象。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历
朝历代都把对黄帝的祭祀当作头等大
事。祭祖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神圣使
命。

“不识祖，不成人。”从古至今，不管是
文人墨客的吟咏，还是当地绵延不绝的祭
祀活动，都体现出中国人对祖先的敬奉。
早在 1600多年前的东晋年间，缙云就有
祭祀黄帝的典礼。公元759年，时任缙云
县令的李阳冰篆写了“黄帝祠宇”碑，还请
好友颜真卿在碑上题额。黄帝祠宇成了
缙云举办祭祀典礼的重要场所。谢灵运、
沈括、朱熹、赵孟頫、汤显祖、徐霞客、朱彝

尊、袁枚等名人雅士，都曾在著作里吟咏
祭拜轩辕黄帝。祭祀黄帝，中华民族的文
化在代代相传中，不断绽放出奇光异彩，
激荡出朝气蓬勃的活力。

中华儿女不管走到哪儿，都昂首挺胸
地宣称“炎黄子孙”。炎黄子孙，不能忘
根。这个根，就包括始祖轩辕黄帝。祭祀
轩辕黄帝，就是中华儿女虔诚寻根问祖，
寻找中国人自我认同的气韵和力量。祭
祀轩辕黄帝大典举办之时，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认祖归宗同祭“人文初祖”，共叙
儿女亲情，共商发展大计，共圆家国梦。

寻根，重在凝心聚力促发展。在黄帝
时代，人类发明创造进入集成阶段，黄帝
涉及的发明就有 20项，包含衣、食、住、
行、农、工、商等各个领域和方面。2021
年，全国专利授权量比上年增长 26.4%，
年末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7.5件。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
界第12位。缙云从黄帝文化中汲取创新
精神的养分，不断擦亮创新品牌。在浙江
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捧回了省“科技创新
鼎”。

“四海同心祭始祖、‘两个先行’启华
章”，祭祀黄帝大典是一场视觉观感盛宴，
是一场传承黄帝文化、滋养心灵的精神甘
露。炎黄子孙找准自我价值，凝聚起家国
认同，汇聚起中国力量，让中国这艘巨轮
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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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青少年爱上
劳动，在劳动中感受快乐，最终养成终身热
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劳动教育正当其时

□ 市直 郑雳

据本报报道，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明确规定，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
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平均每周不
少于1课时。如今，开学已有一个多月，丽
水各学校已将劳动课纳入每周一节的必修
课，同时根据自身实际开展了一系列颇具
特色的劳动课程，各校劳动课的教材采用
项目式设计，共64个项目，涉及十大劳动任
务群，涵盖生活劳动、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
动，教材注重劳动素养引领，突出劳动观
念，强调亲历实践、项目探索，体现劳动的
新时代特征，注重因地制宜开展教学。我
们要真正认识到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培养
青少年对劳动的热爱，让劳动蔚然成风。

开展劳动教育，要树立青少年的劳动
精神。劳动教育不是走过场，上过课就结
束了，而是要在劳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出
学生们的劳动精神，要抱着崇尚劳动、热爱
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根本态度，用
实际行动践行劳动最为光荣的理想信念，
从而深入学习丰富的劳动知识，掌握实打
实的劳动技能，最终成长为新时代的优秀
劳动者。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民
族，热爱劳动是我们血脉中流淌的天性，通
过劳动教育，让下一代养成积极的劳动习
惯，传承劳动精神，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幸福
美好的明天。

开展劳动教育，要提升青少年的劳动
意识。劳动教育是“五育并举”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助于帮助青少年形成独立自主的
观念和责任意识。通过劳动教育，让青少
年明白劳动的重要性，了解为什么要劳动，
在劳动中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充分发挥
劳动的育人功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不亲自下田，哪里能明白农民种田的
辛苦。只有在劳动的实践当中，才能将心
比心地认同他人的付出，从而树立正确的
劳动观，激发广大青少年劳动的意识与兴
趣，增强同理心以及对社会的认同感。

开展劳动教育，要注重锻炼青少年的劳
动素养。所谓实践出真知，在劳动课上学会
的技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实
践，才能起到既动脑又动手的全面效果。曾
看过一则新闻，某大学生因为生活能力过
差，不得不退学，实在是令人唏嘘。劳动不
是目的，关键是在劳动中达到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效果，实现手脑并用，在潜移默化中
培养动手能力、适应能力、创造能力、协作能
力、问题解决能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要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青少年爱上
劳动，在劳动中感受快乐，从而自发地去掌
握劳动技能，不断开展自我提升、自我锻炼，
最终养成终身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这需
要家长与学校的共同努力，为青少年创建一
个接受劳动教育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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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工程遗产是宝贵财富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这个国庆假期，丽水迎来大喜讯。北
京时间10月6日上午，在澳大利亚阿德莱
德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73届执行理
事会上，2022年（第九批）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名录公布，松阳松古灌区工程成功上
榜。

此次松阳松古灌区工程被确定为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说明其在世界灌溉史上
具有突出地位，将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
历史经验和启示。

灌溉工程遗产是先祖留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

其宝贵一方面表现在，它给我们灌溉
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支撑。灌溉工程遗产
是先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解决灌溉问题
智慧的结晶，通过这些遗产，我们可以寻
找到许许多多文化密码。而这些密码对
今天灌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启示、
经验。

松古灌区灌溉总面积 16.6万余亩，
堰、塘、渠、井，工程遗产类型丰富多样；从
拦水、引水、蓄水、补水、灌溉，到排水，灌溉
功能完备连贯；从开创性的“七三法”选址、

“民办官助”到“借地建圳”，从“牛背调水”，
到“汴石分水”“分片轮灌”，治水实践精彩
纷呈。可以说，松古灌区就像一座文化博
物馆，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先人的灌溉文化，
有了解，有基础，才有更大的进步，这对今
天灌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宝贵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对今天的

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文可化人，文亦可
为发展赋能。灌溉文化同样如此。灌溉
遗产中蕴含的诸多文化，比如智慧，比如
精神，对当代人来说，是一种营养。而灌
溉文化中蕴含的经济价值，更可以被加以
利用。两种作用之下，最终有利于促进经
济发展。

丽水通济堰是丽水的另一项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通济堰的建成不光依靠着
古人的智慧，更依靠古人的拼搏奋斗精
神。这种奋斗精神，如今也在鼓舞着丽水
人不断拼搏奋进。拼搏奋进的一方面表
现就是，通济堰被当作一项宝贵遗产，在
继续服务农业的同时，被开发成旅游景
点。每年，它都为丽水的旅游经济发展默
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正因为是宝贵财富，我们就更应该好
好利用这笔财富。

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都
江堰水利工程就有着成功的实践。经过
历史上多次修缮、整治与重建，都江堰水
利工程得以永续保存并且发挥功能，实现
持续“造血”功能。数据显示，“十三五”期
间，当地招引落地 10亿元以上重大涉旅
项目 32个，完成文旅投资 280亿元，累计
接待游客 1.23 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1220亿元，旅游综合收入、人均旅游消费
年均增幅达 23.47%和 18.57%，旅游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22%，国际游客
数量占全省1/5。

保护中开发，相信丽水的两份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也会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