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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积蓄濡染，孕育出深沉而持久的力量，滋养着一方土地，
汇聚生生不息、源流不断的坚定自信。

文化润泽之下，时光有了温度，精神有了归宿。
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

让文化成为“重要窗口”中最具魅力、最吸引人、最为靓丽的亮点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下，更丰盈、更深厚的精神文化追
求，正在为丽水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有力塑形、铸魂、
赋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丽水”的人文想象。

红色基因代代传

每一次对英雄的缅怀，都是精神的洗礼；每一次对红色历史
的回眸，都是信念的传承。

丽水，是浙江省唯一一个所有县（市、区）都被省政府命名为
革命老根据地县的设区市，这里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记录着无数
令人难以忘怀的红色故事，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英雄的事迹。

1935年，刘英、粟裕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创建了以遂昌王
村口为领导中心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留下了众多革命遗址和革
命故事。在推进“红绿融合”的过程中，王村口镇以省级旅游风情
小镇创建为契机，通过设计“重走红军路”等实践体验课程，营造出

“沉浸式”的红色教学氛围，目前已接待省内外各类培训班 463个
3.19万余人次，直接经济收入近千万元。去年，王村口镇农民人均
纯收入近2万元，“红色引擎”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初显。

这样的“红绿融合”样本，在丽水越来越多。近年来，丽水挖
掘梳理革命故事 538 个、革命人物 1365 位，形成革命遗存保护展
示工程等五大工程重点项目 126 个，估算总投资 1036 亿元。同
时，编制《浙西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行动计划》，
策划设计了 10条红色旅游线路，实施 19个红色旅游重点项目。

红色文化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精神纽带，而英雄
是其中最闪亮的坐标。铭记那些为时代负重前行的人，致敬推动
历史进步的人，是为了更好地勇毅前行，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去年 2月，国家首次将浙西南革命老区与大别山、陕甘宁、沂蒙等
革命老区并列，助推浙西南革命老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红绿”融合这篇大文章，在丽水被以全新的角度书写。在迈
向共同富裕的大道上，红色文化与绿色发展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融合得越来越完美。

“德润处州”润物细无声

尽管下午开放时间是 2时，但在云和县紧水滩镇龙门村的农
家书屋，管理员颜元亮已经习惯提前半小时到岗。正在整理书籍
的他告诉记者，龙门村现有藏书 3000余册，不仅圆了村民读书的
愿望，还帮助不少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我们这些在农家乐掌勺的厨子，最喜欢来书屋‘深造’。”拿
着《365家常菜》的村民夏光利，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工整的读书笔
记，“要让游客吃得满意，可不能重复烧‘老三样’，隔三差五就得
来学做几道新菜！”

目前，丽水农家书屋已经实现乡村全覆盖，百姓爱上了读书，
读上了好书，越来越多人通过书本学习科学种养知识，在阅读的
点滴中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的基因也因此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在农家书屋，记者还发现了一本比较特殊的书籍——《中国
共产党云和简史》。据紧水滩镇宣传委员严沁介绍，这部由云和
县委组织挖掘整理出版的红色书籍，再现了云和军民抗战的感人
故事，“将乡村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合、提升，不仅让大家铭记了
历史，更守住了精神家园。”

与此同时，文明实践阵地建设也在稳步推进，青田和遂昌双双
入选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在遂昌大柘镇综合文化
站门口，一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牌子特别醒目。这是一处翻
新改造的四合院式老屋，设置了视频会议区、书画区、阅览区等。
记者在这里看到，老人们练习书法，孩子们学唱小曲，戏曲爱好者
聚在一起唱起婺剧经典桥段。茶业是大柘镇的主导产业，阅览区
里摆放了一排茶叶技术类书籍，还设置了茶叶种植所用器具展柜，
应邀而来的农技专家就在这里指导茶农学习茶叶种植技术。

作为全国试点县，遂昌每个乡镇、村庄都设立了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实践站，而位于县文化综合体内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则是协调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中枢。中心依托智慧文化
礼堂系统，能实时连线各实践所、实践站、实践点，通过音频、视频
等方式，共享县与村、村与村之间的文明实践成果。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紧扣群众需求，丽水
厚植文明服务民生的沃土，在文明实践活动场所将理论宣讲、文
化服务、科技、法律、卫生、体育等阵地全部打通，真正实现了群众
活动有去处、服务有保障、精神有寄托。

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千百年来，缙云仙都留下了谢灵运、李白、白居易、沈括、王十
朋、朱熹、汤显祖、袁枚等无数文人墨客的足迹，他们在仙都祭拜
人文始祖、赞颂轩辕黄帝，留下了 120多处摩崖石刻。

当前，丽水正加快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构建起以文化力量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格局。“黄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
要组成部分，我们组织仙都黄帝祭典活动，就是为了更好地借助
这个载体，助力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全球炎黄子
孙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丽水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年 7月，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
小组同意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主办单位变更为浙江省人
民政府，一年一届。去年大典期间，丽水举行了黄帝文化学术研
讨活动，邀请中国先秦史学会等专家学者进一步挖掘黄帝文化的
时代内涵，发挥缙云作为中国南方黄帝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和作
用。同时，祭典的举行还积极发挥了黄帝同根同源文化的示范作
用，吸引更多台胞来缙云参祭并开展文化研讨、产业交流等，增强
了他们的民族认同、血脉认同、文化认同。

目前，缙云以黄帝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已有 50多种，并推
出“黄帝养生游”等康养游线路、“黄帝文化游”等研学游线路，实
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为丽水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书写了精彩篇章。

除了挖掘传播黄帝文化，丽水还在深入实施千年古城复兴、
处州孔庙复建、宋韵文化传世、畲族文化传承以及《丽水通史》《处
州文献集成》等文化典籍编纂出版工程，同时推进龙泉窑大窑-金
村遗址、处州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建设国家传统村落公园，在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胜双赢”中讲述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标绘
出城市的精神坐标，塑造出一座现代文明之城的崭新面貌。

公共文化服务纵深推进

2021 丽水摄影节创新打造“永不落幕的国际摄影节”。作为
摄影节的子项目之一，“让世界看见丽水——2021 丽水摄影节海
外展”在全球四大洲的 10余个国家展出，以光影艺术向各国民众
展示丽水，讲好丽水故事，进而增进文化交流。

一百多年来，丽水诞生了一批摄影名家，孕育了缙云仙都、云
和梯田等因一幅照片而声名大噪的“摄影+旅游”轶事，“秀山丽
水”被镜头定格，也被世界看见。如今，摄影更成为丽水创新实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
向转化的最佳通道。

从 2004年起，丽水定期举办丽水摄影节，依托丽水独特自然
造化之奇和人文智慧之美，让丽水魅力无限的丰富摄影资源成就
中外摄影家镜头里的艺术佳作，更让丽水的自然风光、历史底蕴、
民族风情和城乡新貌得以在更广的范围传播，不仅为丽水打开了
一扇世界性的窗口，也为丽水摄影艺术铺就了一条走向世界具有
丽水辨识度的“文化丝绸之路”。

作为亲身感受和体验到丽水与摄影融合发展的见证者，第十
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李前光曾谈及，23年前，他在
丽水见证了首个“中国摄影之乡”的诞生，2007年又在丽水目睹了
中国首个摄影博物馆的成立，“近年来，丽水的摄影展会活动无论
在硬件建设，还是软件构成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明显
的成效。”

一张照片凝聚一个瞬间，一个瞬间足以成就一个山村。云和
紧水滩镇石浦村是船工们停泊休整、货物聚散的栖息家园，曾经
云集商贾，石浦船帮也因此独成派系。如今，石浦人重新组建了

“石浦船帮”，与祖辈不同的是，他们再也不用过急流，闯险滩，避
暗礁，只需轻轻地摇着舴艋帆船，一次次重复船帮人的生活，一次
次再现瓯江船帮的风采。当地人都说，是摄影让船帮文化散发出
了新魅力，带来了无尽的“文化+旅游”红利。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随着文化产业倍增工程的深入实施，
剑瓷、石雕、木玩等百亿文化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培育，过去看不
见、摸不着的文化影响力，伴随新产业形态的叠加、裂变，汇聚起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春风劲吹花千树，春色满园竞芳菲。今日的丽水，正朝着“共
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加速奔跑，在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的现代化征程上，丽水人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脚下有路。

记者手记

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进步最深沉最持久的
力量。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向
往，必须有丰富的精神食粮。丽水深知，唯有立
德铸魂，凝聚价值共识，让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丰富起来，信仰坚定起来，方能为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
润的道德滋养。

立德铸魂，榜样的力量不可或缺。放眼处
州，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到创建文明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党员干部勇作先行者，
人民群众争当生力军，向纵深发展的群众性精
神文明活动始终处于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
充满生机活力，涌现出一大批工作基础扎实、创
建成效突出、群众高度认可的先进典型，彰显了

“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领航效应”。
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的是理想信念，建设的

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是文明风尚，归根到底是人
心的建设，是塑造灵魂的工程。也正因如此，

“丽水道德模范颁奖典礼”，评选“最美丽水好
人”等活动相继展开，就是要把广大干部群众身
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先进典型推选出
来，在全市各地树立起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干
有方向、超有目标的标杆，以回应这个时代的精
神渴求和信念坚守，让精神文明之光闪耀处州、
照亮圆梦之路，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增
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
党丽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为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确立了航标、航向——

实施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以浙西南革命
精神涵养人民精神品格，激励人民奋斗实干，建
设全国红色文化融合绿色发展示范区；

开展“德润处州”行动，建设“善行丽水”“诚
信丽水”“书香丽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春风化雨、润泽人心；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区，实施
千年古城复兴、处州孔庙复建、黄帝文化传播、
宋韵文化传世、畲族文化传承以及《丽水通史》

《处州文献集成》等文化典籍编纂出版工程；
深化艺术助推乡村振兴计划，打造国际摄

影名城，支持文艺精品创作⋯⋯
事实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丽

水的新征程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
极其重要的内容。市第五次党代会既对丽水过
往精神文明建设成绩进行了总结，也对一以贯
之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当前，丽水正以更加坚定的主流价值、更加
高扬的道德旗帜、更加清朗的社会风气，聚合向
上向善、知行合一的磅礴伟力，让精神文明之花
璀璨绽放，飘香我们的新征程。

以精神文明赋能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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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学习贯彻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学习贯彻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记者 张李杨 朱敏 汪峰立 吴梓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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