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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使节山西行：

在悠久璀璨历史文化中感知中国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邵艺博 杨晨光

9月 4日至 7日，来自阿尔巴尼亚、南
非、塞舌尔等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
使节应邀赴山西省参观访问，在三晋大地
恢弘大气、古朴精美的名胜古迹中感知悠
久璀璨的中华文化，在绿色高效智能的现
代工厂中探究中国高质量发展之路。

使节们首先来到云冈石窟。始建于
1500多年前的云冈石窟，以造像气魄雄
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也是佛教艺术与石
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

云冈石窟展现的独特艺术风格令几内
亚比绍驻华使馆一等参赞哈姆扎·恩巴洛
产生浓厚兴趣。他表示，云冈石窟的悠久
历史令他流连忘返，石窟内的佛像和壁画
极具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代表着古代中
国辉煌的艺术成就。

在云冈二期的洞窟中，既有古印度、中
西亚艺术元素，也有古希腊、古罗马建筑造
型，众多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相得益彰，反
映出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听完讲解，尼泊尔驻华大使比什努·施
雷斯塔深有感触。他说，1600多年前，中
国高僧法显、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翻越

喜马拉雅山脉互访对方国家，传播佛教经
典，促进尼中文化交流。很高兴看到两国
人民之间的友谊延续至今。希望同中国加
强在文化交流、旅游、教育、经济、环保等领
域的合作。

建于公元 1056年的山西朔州应县木
塔，是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
式建筑。在参观木塔并动手体验中国传统
建筑的榫卯结构后，使节们纷纷感叹中国
古人高超的建筑技艺和创造力。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塞利姆·贝洛尔
塔亚说：“百闻不如一见！很难想象中国
古代匠人是如何在没有计算机、电脑编程
和任何现代机械帮助的情况下，纯手工建
造出这座木塔的。真是独一无二的伟大
作品。”

漫步平遥古城，青砖黛瓦，古道悠长。
至今仍有 1万多居民生活在这座保存完
整、底蕴深厚的古城。使节们先后在古城
内参访了平遥文庙、日升昌票号、唐都漆器
博物馆等文物古迹。

体验了推光漆器制作，尼加拉瓜驻华
大使迈克尔·坎贝尔对记者说，到中国 3

个月来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在实现现代
化的过程中极为注重保护传统文化。“平
遥古城的保护经验让我们看到，保护传统
文化的最好方式是在日常生活中活态化
传承。”

一面是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一面是
日新月异的开拓创新。近年来，山西大力
推动能源转型和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正
焕发着勃勃生机和强劲动能。使节们考察
的塔山循环经济园区和太重集团正是中国
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缩影。

塔山循环经济园区把煤矿、发电、煤化
工、建材等相关领域串联在一起，上个生产
单位的生产废料正好是下个生产单位的生
产原料，形成了首尾相连的绿色低碳循环
生产模式。

坎贝尔表示，塔山循环经济园区采取
世界先进的自动化节能技术，实现了煤炭
行业的绿色发展。中国煤炭行业的升级
转型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减碳行动树立
了榜样。

在参观了太重集团展示的各类重型
机械后，多位驻华使节主动找到现场销售

人员询问联系方式，表示将积极推进各自
国内企业主动对接，推进和扩大双方务实
合作。

如何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这次驻华
使节山西行的一个参访重点。9月 6日，
2023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在
论坛前夕召开的圆桌会议上，多国驻华使
节表达了期待同中国在能源转型、新能源
技术、低碳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的愿望。

塞舌尔驻华大使安妮·拉福蒂纳说，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变暖形势，每一
个国家都无法独自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
后果，世界各国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
本次论坛为世界更好实现减排合作和绿
色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中国的可持
续发展实践和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值得各
国借鉴。

德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葛若海表示，
德中两国都深受气候变化影响，双方要扩
大地方政府间合作和经验交流，定期开展
学术交流和考察等活动，不断挖掘新的合
作潜能，携手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1942年—1943年）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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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
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
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自然灾害的侵袭，
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遭到了极严重的困
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
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
困难”的伟大号召。1942年，提出了“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解放
区全体军民切实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
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
泽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革命精神，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
产运动，并广泛开展了向劳动英雄学习
的生产竞赛运动。

在1941年、1942年两年的大生产运
动中，边区工业有了较大发展。1940年
冬，各机关学校响应朱德总司令的号
召，掀起手摇纺线运动。接着各单位纷
纷建立纺织、被服、制鞋、木工、造纸、榨
油等工厂。1942年，边区政府提出“巩
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纺织业”的
方针，一方面对现有公营工厂进行调整
合并，另一方面以投资和订货等办法，
扶助私营工厂的发展。这一年，边区生
产的布匹（包括公私营）已能满足军民
年需要的40%，接近了半自给，而公营纺
织厂已能供给党政军学需要的70%。边
区生产的纸张，已能自给。

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至1942年底，
边区党政军民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
到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左右，取
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
边区的财政难关已经渡过。对此，毛泽
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
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
会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
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
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

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
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的
这篇报告及1943年写成的《开展根据地
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
来》等文，构成了当时党领导根据地大
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
食”的口号。2月 9日，毛泽东在一份电
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
上，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生产，
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
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
足食。”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
一个新的部署。5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
《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

“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
二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民学主要必需
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
发展”。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
的“丰衣足食”的口号基本得到实现。
1944年，边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改观。
由于部队机关学校自给率显著提高，边
区财政收入中取之于民的部分已只占
31%，因此，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例
如，1941年财政最困难时，征收公粮 20
万石，1945年减至12万石。

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
是从 1942年开始的，1943年、1944年发
展为普遍运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
况不同于陕甘宁边区，那里战斗频繁，

不像陕甘宁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
中。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所确定的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的任务是战争，
即不断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
食”。但是，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生产也毫无例外地是所有根据地的重
要任务之一。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
发给彭德怀的一个电文中说：“抗战还
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
注意。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
立不败。”为此就必须实行各项正确政
策。在对人民的政策方面，“除坚持‘三
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
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
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
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毛泽东
年谱》）。10月 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
草的指示中又指出：“敌后各根据地必
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
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
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
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
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
主体。”“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
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
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
的领导者。”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
要求也应不同。以军队、机关、学校的
自给率来说，毛泽东认为，陕甘宁边区
应力争达到 100%，其他巩固区要达到
50%，游击区应达到15%至25%。

总之，通过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
民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
济封锁，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
了边区军民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密切了边区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进一
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
三年》）

“双拥”，即拥军优属，拥政爱民。1943
年 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指示，将拥政
爱民列为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之一。12月
10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指示，对抗日根
据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工作做了进
一步的具体部署。按照中央的指示，各根据
地在每年春节前后，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
属运动。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
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
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
的。”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开展
起来的大生产运动，使各抗日根据地逐步达
到了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改
善了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
民关系，顺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
期，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抗日军民自力更生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选自傅瑞珉编《红色印迹》）

新华社兰州9月7日电（记者 郎兵兵 任延昕）
实证汉代丝绸之路具体走向的“里程简”、见证使者商
旅往来的“康居王使者册”……7日上午，甘肃简牍博
物馆开馆，1000余枚见证汉代丝绸之路繁盛的珍贵简
牍首次集中亮相，绝大部分为考古发现后首次面向公
众展出。

甘肃是简牍大省，20世纪以来共出土 6万多枚简
牍，其中汉简居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一半以上。然
而，由于缺乏展陈场馆，这些珍贵简牍文物大多只能

“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
如今，总建筑面积 3.7万多平方米的新馆投入使

用，一批简牍精品得以走出“深闺”绽放光彩。其中 2
枚“里程简”尤为珍贵，一枚是1974年出土于今内蒙古
自治区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的“居延里程简”，它详细
记载了从汉代都城长安出发至张掖郡 20个驿置名称
及间隔里程。另一枚是 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
址的“悬泉里程简”，它记载了河西走廊地区武威郡到
敦煌郡12个驿置的详细信息。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这两
枚里程简“接力”勾勒出汉代丝绸之路东段、长安至敦
煌的具体线路走向和重要节点。里程简作为重要实证
材料，助力“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
2014年申遗成功。

展厅里，7枚汉简组成的“康居王使者册”全文293
字，记载了西域康居国使者赶着骆驼抵达敦煌后发生
的故事。另有1枚汉简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途经敦煌
悬泉置时受到高规格接待的场景。还有1枚“浮屠简”
显示，早在东汉初年佛教就在敦煌传播并发展。

“这些书写在汉简上的生动内容，以小见大，弥足珍
贵，填补了许多史籍记载‘盲区’，再现了汉代边塞防御体
系和丝绸之路繁盛景象。”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

据悉，自9月9日起，甘肃简牍博物馆将正式向公
众开放，展厅常设“简牍时代”“简述丝路”“边塞人家”

“书于简帛”四大展陈，通过实物展示、图文解说、影像
互动、场景复原等展示手段，为公众全面、生动地展现
甘肃简牍里的丝路文化与中华智慧。

1000余枚见证丝路繁盛的珍贵简牍首次亮相

● 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上接第一版）
“受灾较轻的农田能保五成左右。”当

地负责同志说。
听说受灾农田除了一些补贴，还有农

业保险理赔，目前到位率在60%以上，总书
记点头表示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
防汛救灾工作。早在今年 7月初，全国即
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习近平总
书记就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统筹协调，
强化会商研判，做好监测预警，切实把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努力将各
类损失降到最低。

农田旁，是一栋正在重建的灾毁房屋，
四面砖墙已经砌了起来，再过几天就可以
上梁了。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工地，向现场施
工人员仔细询问房屋面积、布局、抗震级
别等。

在卧室里，总书记指着预留的火炕位
置问道：“还有什么别的取暖方式？”

“除了炕，还有火墙。”
“外墙还要加保温吧？”总书记追问。
“是的，会挂一层保温薄板。”
“东北天冷啊，冬天可不能挨冻！”总书

记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保证受灾群众入
冬前能入住。”

两个多月来，习近平总书记密切关注
全国汛情、时刻牵挂受灾群众的安危冷
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专门召开相关会
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

一个个重要部署，一次次关心叮嘱，饱
含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情。

离开工地，总书记沿着村道，步行察看
灾毁房屋和基础设施重建修复情况。

这次洪灾中，建在村路旁的杨春贵
家也过了水。20多年前盖的房子虽无大
碍，但墙体泡损严重，外墙上至今还留着
1米多高的水渍。这几天，他正忙着修整
房屋。

走进杨春贵家，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

说：“来你家看看。”
从外屋转到里屋炕边，总书记把90平

方米的房子里里外外仔细看了一遍，只见
内墙贴了瓷砖，屋里吊了顶，还安了地热水
暖。总书记问道：“预计要花多少钱？”

“这么装修一下花了不到6万块钱，政
府给补贴一部分，我也趁这个机会把房子
收拾一下。”杨春贵说。

聊起这次受灾情况，杨春贵告诉总书
记，除了房屋，农田也过了水，好在农技部
门及时指导，7天喷了两遍叶面肥，庄稼比
刚淹完时强多了，能挽回点损失。

“现在对灾后重建还有什么需求？”总
书记关切地问。

“党和政府都给我们想到了，清淤、
消毒、灾后补救，想得到想不到的，都做
了。现在就希望秋收争取能多收点，后
期粮食价格能好，到时能平成本，不赔
就行。”

看到灾区群众生活基本恢复正常，灾
后重建充满干劲，总书记十分欣慰：“人民

群众灾后有不方便的地方，从基本的说起，
吃、喝、住、行、就业、教育、医疗防疫等，各
级政府都要把这些事一一做好。”

闻讯而来的村民聚集在村道旁，纷纷
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同大家说起
此行用意：“今年汛期，河北、北京、天津、东
北等地受灾较重，很多群众说从来没遇到
过这么大的水。我一直牵挂着受灾地区，
这次来黑龙江考察，专程来灾情比较重的
尚志市看看。”

深入田间地头、百姓人家的调研，让总
书记感受颇深：“刚才到田里看了一眼，损
失还是蛮大的，现在要尽可能减少一些损
失、挽回一些产量。再一个就是房屋，现在
受饿是不会了，挨冻这个问题不能有，在入
冬前要把房子建好。”

贴心话语，让在场群众倍感温暖。
“在咱们中国，人民群众遇到困难，还

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是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国家全力支持！”

“保证受灾群众入冬前能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