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1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谢丹丹 视觉/杨红亚 组版/王艳 校对/石芳蔚

4 人文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办
（1939年5月—1943年11月）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
潮后，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想用切断供应和贸易的办法，扼杀边区的
生机。边区经济原来就很落后，工业更不
发展，除了延长的石油和盐池的盐大宗出
口外，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大多要靠输
入，大至钢铁、棉花、纱布、纸张，小至火
柴、肥皂都是如此。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党
中央确定了发展自给经济的方针，发展边
区自己的农工商业，这就给边区当时主要
限于军工和医务方面的科技工作提出了
新的历史任务，1939年 5月，延安自然科
学研究院成立。1939年底，自然科学研
究院召开了“自然科学讨论会”，边区工农
业部门和自然科学研究院共一万余人参
加。1940年2月5日，在党中央直接倡导
和赞助下，边区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

“自然科学同人大会”，正式成立自然科学
研究会，以加强科技研究工作，配合抗战，
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这是我们党组织
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研究会的
任务是：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开展科学研
究，推进生产事业，协助经济建设，解决物
质困难。毛主席亲自到会讲了话，指出边
区经济落后，但自然科学很有发展前途，
并从哲学的高度说明：“自然科学是人们
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
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

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
得到自由。”他还强调：“自然科学要在社
会科学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不久，八路
军留守兵团后勤部政治部又召开了技术
干部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再次强调技术
工作对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这样就为

建立自然科学院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0年夏天，从大后方输送去了一批

青年学生，自然科学院便正式分班开课，
成为拥有大学本科和预科以及附中的学
院。第一任院长是当时中央主管财经工
作的李富春同志。不久，老教育家徐特立

同志返回边区，就由他接替担任了院长。
自然科学院开始规定的学制是初中

一年半、高中两年，中学偏重实用技术的
学习，大学注重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配
合。三个月后就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两
年、大学三年。从中学到大学一年都是基
础科学，实际问题列到大学的后二年。建
设教学楼，并从外国购进仪器设备，大学
的课本完全采用当时大后方正规大学的
规范性教材，这些都体现了正规化的思
想。大学部先分四个系，即物理、化学、生
物、地（质）矿（冶）系，后来将物理和化学
两个系的课程作了调整，改为机械工程和
化学工程系，生物系、地矿系仍保留。

虽然前期教学上侧重于掌握科学的
基本知识，但并没有忽视实习和应用，开
课不久，就办起了机械和化工实习工厂。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办，为迎接抗战
的胜利准备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日本
侵略者投降后，科学院大学部的学生大多
数随干部大队开赴东北解放区，参与了把
东北建设为一个重工业基地的各项工作，
这个基地对支援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
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学部的学生有不少
被送到苏联学习，他们回国时，正好投入
全国胜利后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自
然科学院学生的绝大部分，后来都担负了
科技部门的负责工作。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 延安自然科学院试验工厂

解码文化自信的城市样本

沈水之阳，文脉悠长。
广袤黑土地，滔滔辽河水，哺育了沈阳

这座雄浑硬朗的英雄城市，孕育了独具魅
力的文化品格。

翻开沈阳的城市历史，三条文化脉络
清晰展现——

7200多年前的史前文化，2300多年建
城史，“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历史
底蕴如此深厚；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
址……鲜红底色分外闪耀；

灿若群星的劳动模范，扬眉吐气的大
国重器，新中国工业史上多个“第一”……
工业文明何其荣光。

这一切，沉淀在沈阳城市血脉中，形成
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城市品格，滋养了一
代又一代沈阳人。

文脉悠长：孕育城市气质

沈阳城北，新乐遗址博物馆。
初夏的周末，孩子们来到这座7200多

年前的人类遗址，在“考古”中“寻根”。
这座发掘于50年前的人类遗址，将沈

阳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7200多年前。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从有人类活动史到建城，从沈州、盛

京、奉天到沈阳……沧桑变迁，深深镌刻在
城市的文化记忆中。

沈阳故宫、清昭陵、清福陵——三处世
界文化遗产，见证着沈阳的厚重历史。

始建于1625年的沈阳故宫，是中国保
存完好的两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其文
溯阁曾收藏一套完整的《四库全书》。一直
以来，这里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
登临凤凰楼，举目远眺，沈阳半城尽收眼
底，“于今试上高楼望，辽水依然襟带
间”——乾隆当年的登楼感受，真实重现。

“沈阳故宫的价值早已不限于宫阙亭
台，它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见证，延续
着历史文脉，承载着城市记忆，彰显着城市
文化实力。”沈阳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会会
长初国卿说。

在千载文脉的涵养下，沈阳孕育出厚
重、自信、大气、创新的城市气质。

这些年，沈阳着力提炼楼体历史文化
元素，保护性修缮历史风貌建筑，催生丰富
业态：有着近 400年历史的沈阳中街改造
升级后，古色古香的商家门额牌匾与巨型
3D立体大屏幕交相辉映，网红小吃与老字
号风味同场竞逐、各美其美，城市活力扑面

而来；有着同样悠久年头的沈阳老北市，抛
圈杂耍、拉洋片、吹糖人、卖大碗茶等民俗
场景被真实还原，历史遗存绽放新彩……

文化自信源于“古”，成于“今”。
沈阳歌舞团将辽博镇馆之宝《簪花仕

女图》搬上舞台，让画中仕女跃出千年画
卷；星罗棋布的城市书房，以独特品位吸引
越来越多年轻人流连其中；沈阳故宫外，清
文化元素主题咖啡馆里，凤凰楼造型的冰
淇淋雪糕备受青睐，千余种具有沈阳故宫
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的研发、推广，有效传
播了历史和文化……

英雄热血：凝成城市品格

苍松翠柏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肃穆庄严。

这里长眠着邱少云、黄继光等家喻户
晓的志愿军烈士。英雄的骨血与大地融为
一体，凝结成这座城市鲜明的城市品格。

烈士陵园里，四季鲜花不断。“缅怀英
烈，是这座城市70多年不变的传统。”沈阳市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管理中心主任吴涛说。

天地英雄气，江河万古流。
2014年起，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陆续

迎回祖国，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每一次烈士“回家”，都牵动着沈阳市
民的心。从机场到陵园，数以万计的沈阳
市民自发肃立大街两旁，迎候烈士英灵，表
达哀思与崇敬。

沈阳，曾是抗美援朝的后方、支援战场
的前线。

当年，近 4万辆满载人员和物资的车
皮在这里编组、中转开赴战场；7400多名当
地热血青年踊跃参军，跨江而去；无数工程
技术人员冒着敌机的轰炸修复桥梁、保障
运输线……“沈阳举全市之力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沈阳市档案馆原馆长荆绍福说。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 3号，是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

中，无数革命先辈在沈阳留下不朽印记，红
色血脉根植在这座城市。”中共满洲省委旧
址纪念馆馆长刘秀华说。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点燃沈阳工人运
动之火。

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全国第一
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
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发出，吹响了武
装抗日救亡图存的号角；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沈阳爱国人士冒死搜集证据，将日本

侵略罪行昭告天下；中国共产党接连派出
大批骨干奔赴东北，在白山黑土间坚持武
装抗日，长达14年……

从每年举办“勿忘九一八”鸣警撞钟活
动，到寻访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
法庭亲历者；从重修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旧址，到修复国难记忆坐标“北大
营”……近年来，沈阳充分挖掘红色资源，
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并通过互联网、数字化
技术讲好红色故事，为英雄精神、红色基因
注入新鲜血液、融入时代特质。

涵养英雄气，薪火传精神。
沈阳是雷锋工作、学习过的城市，他曾

在这里度过 300多天，雷锋精神深深地镌
刻在沈阳城市精神中。

今年 2月 28日，辽宁芭蕾舞团创排的
以雷锋为主题的芭蕾舞蹈组诗《榜样》在辽
宁大剧院上演，演绎了令许多学生难忘的

“开学第一课”；以“雷锋”为名的沈阳出租车
队连续10年义务为高考生提供应急保障服
务；城市里建起了雷锋书店、雷锋公园、雷锋
银行，群众性学雷锋活动红红火火……

“在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弘扬传承
中，沈阳汲取了巨大的奋进力量。”沈阳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于振明说。

劳模精神：铸造振兴气魄

沈阳铁西区，中国工业博物馆。
约30米高的铸造车间，巨大的冲天炉

悬在半空，令人震撼。阳光越过馆内窗框，
洒在纵横交错的钢铁轨道上……

在原沈阳铸造厂旧址建起的中国工业
博物馆，浓缩了沈阳百年工业历程，记录了
这座城市厚重的工业文化。

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台普通
车床、第一个铸造用机械手、第一个自主研
发的管模……“在贡献新中国工业史诸多

‘第一’的过程中，沈阳形成了担当、奉献、
报国的工业文化特质。”中国工业博物馆馆
长王荣巍说。

1948年 11月 2日，刚刚解放的沈阳百
废待兴。在党的领导下，铁西区工人喊出

“让工厂冒起烟来”的激昂口号，不分昼夜
开足马力工作，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将生产的大批工业
品源源不断运往全国、运往前线，支援全国
解放和新中国建设。

一部《铁西区志》，一阕英雄壮歌——
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

北京举行，沈阳铁西区 46人被授予“全国
先进生产者”称号。

1957年，铁西区生产的普通车床、凿
岩机、滑翔机、橡胶船、25吨塔吊起重机等
一系列装备产品，均占全国份额100%。

赵国有、马恒昌、尉凤英……一大批劳
模闻名全国，独具特色的工匠精神和劳模
文化，让这座城市熠熠生辉。

这种精神和文化，代代相传、历久弥
新。

2012年 11月 25日，在看着亲手打造
的歼－15战机在“辽宁舰”上成功着舰后，
51岁的沈飞集团公司掌舵人罗阳，突发心
脏病，猝然离世，把生命写在了祖国的海天
之间。

从航母舰载机批量列装到“蛟龙”号深
潜，再到 150万吨级乙烯压缩机组和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重型燃机投产……从解决一
个个从无到有，到实现一个个从有到强，新
时代的沈阳，仍在不断地贡献“第一”、创造
神奇。

斗转星移，时光流转。那些曾经为新
中国工业作出贡献的厂区厂房、机器部件，
沈阳人视为城市珍贵的“历史语言”和“文
化表情”，倍加珍惜。

沈阳红梅味精厂曾是国内味精生产龙
头企业，遗留的工业厂房被修旧如旧，“复
活”为文创园，成为众多年轻人创业之地。

“那时火车拉来的是原料，拉走的是成
品味精。如今，旧火车成了网红餐厅，旧厂
区建起了味觉博物馆。”沈阳红梅文创园总
经理孙明君说。

当年的沈重集团二金工车间，今天是
1905文化创意园；当年的沈阳东贸库，今
天是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当年的沈阳砂布
厂，今天是铁锚文创园……沈阳将历史留
下的一批工业遗产转化为新时代的文化地
标，赋予了新的生命。

“拍摄一张建筑照片、画出城市一角美
景、唱出一段城市历史……这些年，我们以

‘城市相册、城市画册、城市歌曲’作切入
点，为更好传承城市文脉开辟了崭新视
角。”沈阳市文联副主席王静介绍。

沈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岳阳
说，沈阳正加速拓展“文化+”维度，增强
文化赋能效应，放大文化、旅游融合渗透
功能。以新业态、新创意引领文旅融合，
以人文经济新实践为振兴发展凝聚内在
动力。

文化大河永流淌，沃土含英蕴华章。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 贾立君）日前，在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举行的首届辽上京文化
论坛上，专家介绍，辽上京遗址考古取得系列新突破。

辽上京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董新林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
蒙古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从2011年
起通过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
城的位置和规模。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呈近
方形，东、南、西各辟有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通过
对宫城四面墙体的局部试掘和解剖，初步掌握了宫城
城墙的营建做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

同时，首次发现并确认了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
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落，及贯穿其间的东西向
道路遗址，呈东西向轴线布局。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
均为一门三道格局，皇城西门和宫城西门、宫城南门
均为单门道，宫城东门外大街的宽度至少是南门外大
街的2倍。这些新发现从考古学上证明辽上京城曾存
在东向为尊的情况，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平面布局和
规划理念的研究。

考古队还了解到，城门主要分为以皇城东门、西门
为代表的过梁式城门和以宫城东门为代表的殿堂式城
门两种。进一步对多种类型遗址的发掘，获得了研究辽
代建筑的形式、技术及其源流发展等难得的考古资料。

特别是，考古队根据出土遗迹和遗物，确认了西
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家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
模庞大，是当时辽上京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位于中
央的大型塔基，出土大量精美写实的泥塑佛教造像，
引起国内外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这对重新认识
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
林东镇南，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之一。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公元 907年—1125
年），先后建有5京，辽上京是辽朝营建最早、使用时间
最长、最重要的首都。

辽上京遗址考古取得新
突破首次确认宫城位置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 郎兵兵）嘉峪关黑山岩画
展现古代羌族在河西走廊的生活图景，张掖榆木山岩
画最早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甘肃省目前已完成 72
处岩画文物的高精度数据采集工作，构建了岩画数字
影像数据库。

甘肃发现的岩画遗迹多分布在人迹罕至的深山、
戈壁或河谷里，保存了较为原始的风貌。然而，地处
偏僻、自然裸露、散点分布的保存现状也为岩画的保
护研究、展示利用等工作造成诸多不便。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仇健介绍，岩画是生动反映
古代先民生活面貌的形象史书，是弥足珍贵的人类文化
遗产。为了把岩画文物中更多的历史信息及时保存下
来，2021年甘肃省文物局立项安排敦煌研究院实施甘
肃岩画保护项目，对省内发现的72处岩画开展高精度
数据采集和现场勘查，并编制针对性综合保护方案。

“项目获批后，我们团队历时1年多完成了对全省
72处岩画文物本体高精度数据采集和加工处理，构建
了甘肃岩画的数字影像数据库，并对岩画周边环境、
地理位置信息等进行了系统化、规范化记录，为今后
甘肃岩画研究保护和传承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支
撑。”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胜说。

甘肃为72处岩画文物
构建数字影像数据库

在莆田木兰溪畔举行的端午节龙舟传统祭江仪
式现场（6月13日摄）。

当日，木兰溪端午节龙舟传统祭江仪式在福建省
莆田市仙游县举办。端午节临近，莆田市将举行祭
船、游船、架船、祭江等一系列民俗活动。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龙舟下水迎端午

沈水浩荡文韵新沈水浩荡文韵新
——解解码古城沈阳的文化自信样本码古城沈阳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智曹智 徐扬徐扬 于也童于也童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相关规定和《新闻记
者证管理办法》，我单位对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
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现将名单予以公示，欢迎
广大读者监督。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杨帆 李嘉欣 李平
曹宁宁

公示时间：2023年6月15日至6月24日
监督举报电话：
陕西省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 029－85223101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0911－8216298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202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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