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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题教育谋划好、组织好、落实好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为配合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编辑了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
我革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等
3种学习材料，已正式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3种学习材料收录、摘编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重要文献，其
中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多思多
想、学深悟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
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
等主题教育学习材料出版发行

鲁艺，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最光
辉灿烂的名字！

85年前，在抗战救亡的时代大背
景下，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成功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创作了《黄
河大合唱》等众多经典文艺作品，汇聚
起四万万中国人众志成城的精神力
量，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不可磨
灭的历史贡献。

85年来，鲁艺精神始终砥砺着一
代又一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人民同
行、为人民服务，书写着人民文艺的伟
大荣光。

“越当敌人加紧进攻的时
候，我们越感觉到成立这个学院
的迫切需要。”

“越当敌人加紧进攻的时候，我们
越感觉到成立这个学院的迫切需要。”
1938年 4月 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
安宣告成立，《成立宣言》中如是说。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
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
着希望，走进这城门……”1937年卢

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抗战开始，大批爱
国文艺家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作家茅盾、周立波来了，诗人艾
青、何其芳来了，文化人士艾思奇、周
扬来了，音乐家冼星海、吕骥来了，美

术家沃渣、江丰来了……他们以文艺
为武器，为民众觉醒和民族解放而呐
喊高呼。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
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

武器。艺术工作者——对于目前抗战
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
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
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
所艺术学院……”1938年2月，由毛泽
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
艾思奇、周扬七人联合发出，沙可夫主
持起草的鲁艺《创立缘起》中这样说。

同年 4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
一所综合性艺术教育机构——鲁迅艺
术学院成立了，毛泽东主席要求鲁迅
艺术学院“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
展广大的艺术运动”，“致力于新民主
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

中国革命文艺教育的新纪元从这
里开启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征程从
这里出发了。

“你们这个鲁艺是个‘小鲁
艺’，你们要到‘大鲁艺’去，到工
农兵群众那里去，到火热的斗争
生活里去。”

“你们这个鲁艺是个‘小鲁艺’，你
们要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那
里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

（下转第二版）

人民文艺永放光芒
——写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85周年之际

记者 刘彦

● 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资料照片）

春分一过，万物生长。
5000多岁的古树也不例外，悄悄

地在枝头探出了嫩芽。
2022年 9月，第二次全国古树名

木资源普查结果公布时，人们发现，全
国5棵树龄在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
都在陕西，其中3棵在黄陵县，分别是
黄帝手植柏、保生柏和老君柏。

一树具一态，巧与造物争。古树
名木是记录地球生态变迁的“活文
物”。一般来说，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
树即为古树，名木则是具有重要历史、
文化、景观与科学价值或具有重要纪
念意义的树木。

如今，黄陵县登记在册的古树名
木有233棵，数量在延安各县（市、区）
位列第一；古树群有 14个，其中黄帝
陵桥山古柏群是我国覆盖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

保护古树名木，留住绿水青山。
近年来，黄陵县加强对古树名木的保

护管理，健全和完善古树名木保护机
制，落实保护责任，强化科技支撑，实
施动态管理，推动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更加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让古树
名木焕发新生机。

守护千年名木

3月27日，阳光明媚，记者来到黄
陵县阿党镇川庄村，在南沟门水库下
方的一处开阔地带，看到了历经 5000
多年风雨，依旧遒劲挺拔、枝繁叶茂的
老君柏。

同行的黄陵县林业工作站副站长
王亭告诉记者，14 年前，老君柏的

“家”可不在这里。
2009年，南沟门水库水利枢纽工

程建设在即，老君柏处于淹没区，黄陵
县成立古柏移植领导小组，对其进行
保护性移植。

“移植工程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
阶段进行树干清理养护、修补空洞、加

固树体等工作；第二阶段移栽定植；第
三阶段是 5年的养护复壮期，管理人
员通过叶面施肥、土壤改良等保护复
壮措施，确保古树健康生长。”王亭说。

如今，老君柏的“新家”距离原生
长地2.5公里。对于有着5000多年树
龄的古柏来说，即便是这短短的距离，
其移植的技术难度依然很大。

王亭曾参与老君柏移植工程，他
说：“古树年老，一般树体较大，根系分
布广，水分与养分的疏导距离过长，生
长势弱则易招致病害。因此，几千年
树龄的古树正常生长已属不易，移植
难度可想而知。如今老君柏长势旺
盛，得益于当时科学细致的技术方
案。”

除做好老君柏等古树名木常规保
护工作外，黄陵县还实施“一树一策”
保护重点古树名木，开展克隆扩繁保
护工程及航天育种工程。

2012年，黄帝手植柏、汉武帝挂

甲柏克隆扩繁保护工程开始实施，科
研人员利用微型扦插、植物组培等无
性繁殖方法，成功获得“克隆苗”。
2018年 4月，“克隆苗”入植南宁园博
园。

2016年9月，黄帝手植柏种子“搭
乘”天宫二号进入太空。这批种子于
当年 11月 18日返回地球。黄帝陵管
理局留存其中 2016颗种子用于科普
宣传教育，其余的种子继续用于林业
科研。

如今，在轩辕庙院内西侧的祭祀
文化展室内，2016颗黄帝手植柏种
子，默默讲述着遨游太空的故事。

2017 年 3 月，用于林业科研的
种子被植入陕西南五台珍稀树种种
质资源库。2021 年，3 棵黄帝手植
柏亲子苗、3 棵汉武帝挂甲柏亲子
苗、3 棵黄帝手植柏太空苗定植于
秦岭植物园。

（下转第二版）

让繁茂枝叶留住五千年记忆
陕西日报记者 陈宏江

太湖情深，延河水长。为推进落实我市党政代表
团在无锡访问期间确定的合作事项，进一步扩大延安、
无锡两市文化旅游交流合作，4月8日至9日，“延锡有
礼·惠游圣地”延安文化旅游无锡推介会在无锡市太湖
广场举行。

延安“文旅”亮相太湖之滨

来革命圣地延安感受独特的红色魅力，去黄帝陵
开启一场寻根祭祖之旅，在壶口瀑布感受勇往直前的民
族精神，到南泥湾欣赏陕北的好江南，走进甘泉大峡谷
体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两场推介会上，延安市文化
和旅游局，黄帝陵、壶口瀑布、甘泉大峡谷等景区，延安
旅游集团、陕旅集团延安公司等旅游企业，延安 13县
（市、区）相继进行了推介，将延安最特色、最优质、最好
玩的精品旅游资源和系列产品一一介绍给无锡市民。

推介会上的串场表演同样精彩纷呈。地道淳朴的
《陕北好招待》点燃了现场的热情氛围，陕北民歌《泪蛋
蛋掉在酒杯杯里》《泥诉》展示了流传于黄土高原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荣获第十二届曲艺牡丹
奖的陕北说书《看大桥》更是为观众呈现了“三弦战士”
韩起祥讴歌时代的经典力作，让无锡市民在家门口就能
欣赏到陕北味浓郁的视听盛宴。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中华民族圣地，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市拥有历史遗迹8545处，
珍藏文物近7万件，文化旅游资源富集程度在全国地市
级层面都十分罕见。此次推介会，通过精心策划、精品推
介、精彩演出，让更多无锡市民认识延安、关注延安、走进
延安，让黄土高原的厚重和水乡吴地的温婉交相辉映。

展览现场，非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赏一番精巧别致的延安剪纸，尝一口脆爽甘甜的
延安苹果，喝一碗香气四溢的羊杂碎汤……连日来，在

“延锡有礼·惠游圣地”延安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
场，非遗产品、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前来体验和观赏展览
的无锡市民络绎不绝。

此次延安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设置 19个展
位，重点展示13县（市、区）及重要景区、旅游企业的旅
游资源和非遗、文创产品。同时，还设立了综合展位，突
出展示全市旅游线路和交通等旅游公共服务产品。

展览现场，绿水青山新延安、巍巍耸立的宝塔山、光
影如幻的大峡谷、红彤彤的延安苹果……一张张印制精
美、丰富精彩的延安旅游资源图片，尽显延安独特的城
市魅力。独具陕北浓郁特色的安塞剪纸、子长唢呐、吴
起糜粘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众多无锡市民驻足观
看。“这个很有创意，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非常适合小孩子体验。”当地市
民张先生详细向工作人员了解吴起糜粘画的制作过程。

“在无锡举办这样的展览，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活动不仅能够团结延
安整个文旅板块，也能更好地传播延安红色文化，让无锡人民进一步了解
延安的民俗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吸引更多人了解延安、走进延安，助推延
安旅游市场复苏。”延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文艺部部长安治国说。

“无锡市民对红色之旅充满向往”

4月8日，正值周末，无锡市民张勤和家人在太湖广场游玩，被一阵阵高
亢悠扬的陕北民歌吸引。“对于延安的了解更多停留在书本里、电视里，没有
真正身临其境游览过。这次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幸运观众获赠旅游套票，有
机会一定要带着孩子去延安实地感受红色文化和民俗风情。”张勤说。

“很多无锡市民一直非常渴望去延安旅游，此次系列推介活动进一步
拉近了无锡市民和延安的距离。”江苏喜洋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丁韵潭表示，将以这次推介为契机进一步开展合作，后期也将研发更多
的红色研学产品。

从宝塔山下到太湖之滨，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延安、无
锡两座城市相隔1700余公里，因苏陕协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6年来，从

“对口帮扶”到“合作共赢”，两座“山水牵手”的兄弟之城，建立起跨越黄河
长江的情感，收获了绵延万水千山的情谊。

无锡市旅游业协会副秘书长顾洪岩表示，无锡与延安是对口协作城
市，两地人民情谊深重。他说：“无锡市民对延安红色之旅充满了向往，我
们也根据各家旅行社所需，组织和策划了相关活动，现在无锡到延安交通
条件便利，今后也会组织专列或者包机赴延安旅游。”

推介会现场，两地旅行社举行了签约仪式，就互相宣传、互送客源、互
推产品等方面达成相关协议。无锡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领导、无锡及周边
城市旅行社负责人、延安市全体代表团参加此次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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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志丹县
税务局联合该县领琦·苗苗幼儿
园开展第 32个全国税收宣传月
启动仪式暨“大手牵小手 童心向
税收”体验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带着疑问与
好奇，在税务干部的带领下，细致
参观了办税服务厅的各个功能
区，了解了办税服务厅的基础设
施、主要用途；认真聆听了工作人
员就税收的概念、税收的来源与
用途、税收的分类等基础知识所
作的介绍。

通过活动，推动孩子们从小
树立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理念，树立依法纳税、诚信纳税
的观念，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
会”的效果。

记者 方大燕 摄

萌娃识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