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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也是在 2010年，魏建国成为了延

安文学杂志社社长，这十几年来，“红
色记忆”栏目始终由他亲自主持。“《延
安文学》每期都有‘红色记忆’。我们
推出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
面——忆毛主席为中共佳县县委题词
的经过》《抗美援朝时的延安动员》《毛
泽东与鲁迅师范学校》《周恩来与延安
电影纪事》，推出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井泉同志延安
时期所写的十余封书信，还有老一辈
革命家赵通儒的回忆录《陕北早期党
史资料》连载等等，其中很多都是第一
手资料，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党史研
究者、爱好者的极大欢迎。”魏建国说，
延安文学杂志社还出版过“抗战胜利
7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4本纪念专号，
特别多的读者主动联系收藏。

“人文陕北”栏目则对传统元素进

行现代表达，积极挖掘本土文化和文
学“资源”，尤其重点关注北京知青题
材，发表了一系列口述回忆，受到本地
读者和北京知青及其亲属的广泛欢
迎，为整理和保护陕北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和弘扬知青文化发挥了很大
作用。

“红色记忆”和“人文陕北”两个栏
目，为《延安文学》争取了党史界和热
爱陕北文化的大量读者，但它们并没
有喧宾夺主。《延安文学》一期240个页
码，这两个栏目每个十几页，总共占不
到40个页码，刊物主要还是以小说、诗
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为主。

“‘红色记忆’最主要的作用，是体
现了《延安文学》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
一份杂志，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
守意识形态阵地方面的担当使命。”魏
建国说，“红色记忆”与“人文陕北”一
起，让《延安文学》的读者一下子有了
巨大的突破，打破了自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文学精英化、专

业化的“圈子”，让《延安文学》回归了
大众文学。

著名文学编辑家、原北京文学期
刊社社长杨晓升曾评价《延安文学》：
在全国文学期刊“千刊一面”的环境
中，《延安文学》立足自身资源，办出了
延安特色，回归了大众文学。

“在纸媒逐渐萎缩、互联网蓬勃发
展的大趋势下，《延安文学》不断加强
与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博看网等数
字期刊网站的合作……”在全国文学
报刊主编论坛上，高权还向全国同业
分享了《延安文学》的转型发展之路。

1986年出生的高权在延安大学求
学期间就是路遥文学社社长。从 2011
年起，他就在延安文学杂志社工作。
十多年来，高权不仅先后在《诗刊》等
全国性文学期刊上发表诗歌百余首，
同时兢兢业业地在《延安文学》干到了
副主编，实实在在地参与、见证了《延
安文学》的转型发展之路。

“我们对杂志已发表的作品进行

整合汇编，策划出版了《延安文学 200
期作品选》《延安文学奖获奖小说集》
《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等图书。今年还
有一本书稿《赵通儒回忆与文稿》，正
在出版社审读。”高权说，自2019年起，
延安文学杂志社与博看网合作，开通
了《延安文学》数字版微信小程序，让
广大读者实现了“一部手机，随时随
地”“数字版和原貌版”双重阅读《延安
文学》。

目前《延安文学》在正常编刊之外，
正在把1979年创刊以来的所有刊物全
部实现数字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
化资源整合，策划主题图书出版，同时
尝试开发一些文创产品。“今年，我们还
和武汉一家数字出版公司签订了‘元宇
宙’出版协议，利用 5G、VR/AR/MR、大
数据等技术集成，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
出版实践深度融合，探索打造《延安文
学》虚拟图书馆，争取为文学界和出版
界的进一步‘破圈’发展作出更多更新
的有益探索。”高权说。

《延安文学》办出了“延安特色”

（上接第一版）
3月10日，宜川县人社局局长

杨高峰带队赴新吴区人社局学习
交流，双方就劳动力转移就业、职
业技能培训、招商引资等方面进
行深入探讨并确定合作方向，交
流工作经验，分享工作中好的做
法，达到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为促进两地人社部门紧密
合作，宜川—新吴两地人社部门
建立了对接机制，每年不少于一
次赴新吴区座谈交流。”宜川县人
社局局长杨高峰说。

5月 8日至 18日，由新吴区人
社局、宜川县人社局联合举办了2
期“宜川县2023年苏陕协作数字技
能（电子商务师）培训班”，共100名
学员踏上电子商务的“取经路”。

“新吴区授课老师根据我们的
需求和实际，制定了详细、富有针对
性的培训计划，通过线上线下、理论
教学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传教
诵经’，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电子商务
方面的知识。这样的培训多多益善，
对我们增长见识和拓宽思维很有帮
助。”参加“培训班”的李鹏感慨道。

为保障劳动者安心务工，宜
川县采取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设
立就业信息员岗位和村干部兼职

“专兼结合”的办法，设立村级就
业信息员112名，建立了完整的就
业服务工作网络，确保就业服务

“神经末梢”发达，“触觉”灵敏，服
务快捷精准。

今年 48岁的付金红，是宜川

县集义镇桌里行政村脱贫户，也
是一名就业信息员。每月他都有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村里脱贫
劳动力情况上报乡镇政府。“自担
任就业信息员以来，我一共上报
了 119名有求职意向的农村劳动
力。能帮助到村民，我很高兴。”
付金红说。

“依托就业信息员力量，我们
精准摸清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农
村劳动力就业状况和转移就业意
愿、培训需求等底数，及时跟进技
能培训、职业指导等帮助。”县就业
服务中心主任杨文科说，今年累计
培训脱贫劳动力311人，发放小额
创业担保贷款37户711万元。

为提高协作地区劳动力稳定
就业率，在无锡建立“宜川人之
家”服务窗口，为宜川县外出务工
人员提供权益维护、岗位交流、情
感关怀等服务，使外出务工者切
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真正
做到“转的出、稳得住、有保障”。

“虽与家相隔千里，但在新吴
却能找到家一样的感觉，很温
暖。”在无锡久盛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上班的周川川感慨道。

山海协作，齐心奔富；千里相
携，共向未来。“下一步，我们将更
好地利用苏陕协作的资源，充分
运用好我们的劳动力优势，拓宽、
拓展、深化新吴宜川劳务协作的
机遇和机会，全力促进劳动力稳
岗就业增收。”宜川县就业服务中
心主任杨文科说。

“苏陕协作”搭桥梁
“资源互补”促就业

张祥炽:
你于 2023年 6月 9日在陕

西绿之源建筑工程公司任家台
加油站工作期间未履行请假手
续也未办理离职手续擅自离
岗，至今已长达 50多天，严重
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给公
司的业务造成了一定损失。根
据《劳动法》第 25条 2款之规定

条和《劳动合同法》第 39条 2款
条之规定，本公司现公告通知
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自公告之
日起生效，你如对该解除劳动
合同有异议，可在 15日内向有
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
请劳动仲裁。

陕西绿之源建筑工程公司
2023年8月7日

公 告

丝绸，是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掘
中最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之一，它从
3000余年前的灰烬中被找到。

2020年以来，中国丝绸博物馆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通过小
小的试剂盒，在三星堆的青铜蛇、青铜
眼形器等 40多件器物上均发现丝绸，
品种有绢、绮、编织物。

“绮是高档的丝绸制品，还有轻薄
的绢，如烟似纱，飘逸灵动。”中国丝绸
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说。

周旸深度参与了三星堆丝织品
的发掘、保护及研究工作。她介绍，
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大多被火烧
过，可能还被水浸过，和其他珍宝一
起，在地下埋藏数千年，和坑内的灰
烬、泥土等混杂一起，早已不复当年
的“颜值”。

中国丝绸博物馆基于免疫学原理

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主持研发了一
种成本低廉、操作便捷的试纸，可在15
分钟左右检测出数千年前的丝绸痕
迹，在三星堆最新考古研究中立下“汗
马功劳”，找到了目前长江上游最早的
丝绸。

“蜀，葵中蚕也”，蜀国的得名与蚕
密切相关，我国古代有关蚕桑的传说
大多与蜀地相关。第一代古蜀王名蚕
丛，相传因身穿青衣到民间劝农桑，得
名“青衣神”。

现代科学考古确认丝绸痕迹，显
示三星堆为长江上游重要的丝绸起源
地之一，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华彩“基
因”、古老密码。

丝绸，是最重要的中华文化标识
之一。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茧壳，
郑州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家蚕，山
西夏县师村遗址发现的石雕蚕蛹，浙

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发现的丝带……
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缫
丝织绸的国家，且分布区域广阔，丝绸
和中华文明密切相关。

蚕和桑，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
具有独特意义。小小的蚕，短短一
生经历的变化，引发中国古代先民
对天与地、生与死等重大问题的联
想与思索。

《礼记》记载：“蚕事既登，分茧称
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说明丝绸在
祭祀中的重要作用。

周旸研究认为，早期丝绸来之不
易，丝绸的一个重要用途是作祭服之
用。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像，服饰繁
纹满饰，纹样工整，应是描摹一位身
着“衮衣绣裳”的领袖主持隆重祭典
的场景。

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 4号祭祀坑

的灰烬层中，检测到非常强烈的丝素
蛋白信号，说明此处曾经焚烧过大量
丝绸。专家表示：这是否表明丝绸在
祭祀中的另一种功能，比如将丝绸华
服埋入地下或以火焚烧，将祭祀要义
通达于天？祭祀丝服上是否有某种书
写，可否为寻找古蜀国文字提供可
能？……一个个未解“密码”，留待未
来。

“丝绸起源是最具中国特色和东
方智慧的章节，因为其中蕴涵着中
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蕴含
着原创科技发明，蕴含着中国人对
天地生死的思考。在中华文明一体
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
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
古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秉承着
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周旸说。

三星堆丝绸：

3000余年灰烬遮不住的中华文明华彩
新华社记者 王丁 童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