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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天盛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
托，于2021年7月16日09:30在中拍平
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
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1.长城牌CC1031PS25轻型普通货
车一辆（车牌号吉G81652）,注册日期
2011年7月5日；

2.长城牌CC1031PS25轻型普通货
车一辆（车牌号吉G81668）,注册日期
2011年7月5日；

3.长城牌CC1031PS25轻型普通货
车一辆（车牌号吉GAM365）,注册日期
2012年3月27日。三辆车整体拍卖参

考价格：1.85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自行到车管部门核查

车辆信息后，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账
户（账户名：吉林省天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白城洮北支行，账
号：2200 1666 2380 5500 0260，汇款
用途：竞买保证金）

报名及展示时间：
2021年7月12日至15日16：00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网络竞买登记咨询电话：
0436-3245000
看车联系电话：17643620260

拍卖公告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

从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从敦煌研究院座谈到云冈石窟考察，从指出“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到强调“一个
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站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守住民族之魂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
关心和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留下
了一段段动人故事。

寻根：“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
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过怎样的路？”
漫步于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5000多年前

先人创造的“神之王国”，其文明的灿烂令观众们
发出情不自禁的追问。

浙江余杭良渚，意为“美丽的水中之洲”。千
百年来，这里埋藏着古老文明起源的秘密。肩负
寻根溯源的历史使命，4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孜孜
以求，探寻文明留下的最初印记。

但是，新世纪之初的良渚遗址，曾一度处在保护
与发展的矛盾中。在经济利益面前，许多人并不能理
解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揭示文明起源意义何在。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
地”——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赴良渚调研，对遗址的历史地位作出阐述。

扎实有效的举措有力开展——设立良渚遗址
考古与保护中心，余杭区实行“城市发展反哺遗
产保护机制”、将良渚遗址区外城市开发所得的部
分财政收入用于遗址的保护……

2007年，格局完整、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重
现人间；2009年至2015年，由11条水坝组成、
控制范围100平方千米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显露真容……

2016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
略、张忠培致信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促成良渚遗
址早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
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
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
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2019年7月，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43届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没有根，就没有未来。
50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中国境内

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等关键
领域考古项目重点实施……“十三五”期间，中
国考古重大成果丰硕。

悠久的文明传承，不再仅仅是史书中泛黄的
记忆；每一块铸就民族血脉的基石上，正深深镌
刻下文化自信的印记。

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

2020年11月，江苏扬州。

运河两岸，绿意盎然，飞鸟翔集，亭台错
落，移步换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扬州城
南的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沿着亲水步道一
路察看。

“吴城邗，沟通江淮。”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修建邗沟，欲

以水路沟通江淮、争霸中原。无人料到，这个原
本为军事目的落下的第一锹，最终成为一项泽被
千秋伟大工程的重要起笔。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
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
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在码头，习
近平总书记同市民群众亲切交流，对大运河的保
护念兹在兹。

悠悠岁月中，大运河以水波为曲、桨帆为
歌，传唱着中华民族奔腾浩荡的历史壮歌，积淀
了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

2014年，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激动之余，专家们道出担忧：申遗成功的大
运河，能否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
以扬州为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运河

三湾区域聚集了大量农药厂、制药厂、染化厂等
企业，环境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这条曾哺育亿万中华儿女的古
老河流，面临着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用
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占
严重等突出问题和困难。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大运

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
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扬州，为了大运河生态而关停“每年能够
交税2个多亿”的化工厂；杭州，出台我国首
个保护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河
南，建立遗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及时掌握大运
河水质、水量、环境等情况……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掀
开了大运河历史的崭新篇章。

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
对我国大运河保护管理工作高度赞赏。大会报
告指出，中国为应对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方面
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这非常引人瞩目且具有
重要意义。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物保护力度持续加
大，2000多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有效实施；完成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国有可移动文
物丰厚“家底”得以摸清；建立文物违法案件督
察约谈机制，开展卫星遥感监测，完善违法举报
受理机制……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习近平总书记不
断强调的科学理念，让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
塔、记得住乡愁的美好画卷，在中华大地徐徐
展开。

传承：“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2020年9月28日，考古，这门略显高冷的学
问，走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课堂。

讲解人陈星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专家。在6天前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
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同包括陈星
灿在内的发言代表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学习的主题是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
义。”陈星灿回忆说，总书记对许多考古项目都十
分关注，并对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要
求，其中之一便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
理、阐释工作”。

亘古星宇下，敦煌莫高窟静立千年。
游客们来到洞窟前，拿起手机、打开AR地

图，便能看到九色鹿从壁画中“飞身而下”。这种
利用科技手段展示文化价值、多渠道感知敦煌文
化的做法，让人惊喜又兴奋。

“ 把 莫 高 窟 保 护 好 ， 把 敦 煌 文 化 传 承
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时回响在
敦煌人耳畔。

2019年初秋，河西走廊金风送爽。
从北京乘机抵达敦煌市，习近平总书记即前

往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
研究情况。

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
代表座谈时，他对“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提出
具体要求：“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
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这不仅是对敦煌人的期许，更是对全国文物
工作者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博物馆热”不断升温，考
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创新传播吸引着人们重
新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

“十三五”期间，全国博物馆每年举办展览2万
多个；《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类电视节目广受好
评，《全景故宫》《全景兵马俑》等一批数字全景展厅
项目让观众在家中“漫游”文化遗产地；346万件可
移动文物数据信息向社会开放，文创产品引领“国
潮”消费新时尚……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
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可
移动文物，星散在广阔中华大地上、绵延于岁月
长河中。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
正为亿万中华儿女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习近平情系历史文化遗产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冯源 蒋芳 张玉洁

习近平的小康故事

阿迪雅，男，蒙古族，1962年6月生，中共党员，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满都拉镇巴音哈拉嘎查牧民。

退伍军人阿迪雅坚守“守护边疆一辈子”的诺言，
35年来，和妻子一起不畏艰辛、义务守边，将忠诚镌刻
在祖国北疆的边防线上。他是人们心目中的“北疆草原
卫士”。

1984年，阿迪雅退伍回到家乡。出于对家乡的热
爱，他与妻子一边放牧，一边自愿当起中蒙边境上的

“夫妻守边员”。他经常说：“我在部队受过教育，又是一
名党员，生在这片大草原上，有责任、有义务来守护。”

一句诺言，至今已经坚守了35年。35年来，他累计巡边
近10万公里，协助边境派出所破获偷盗牲畜、越境偷
猎、皮毛走私、非法入境等涉边案件数十起，参加军警
民联合巡防100多次。

1989年的一天，阿迪雅在放牧巡边时看到远处山丘
上有3个黑影在移动。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望远镜仔细观
察，发现是3名携带枪支的外籍人员。阿迪雅沉着冷静
地密切关注着非法入境者行动，同时迅速联系当地的边
境派出所，最后3名非法入境者被遣送出境。

阿迪雅夫妻俩生活的达茂旗条件艰苦，对他们的身

体造成很大影响。常年义务巡边，阿迪雅腿已经变形，
患有胰腺炎、脑梗等疾病。他的妻子身患宫颈癌，并且
腰疼腿疼近20年。然而，面对困难，夫妻俩从未后悔，
阿迪雅在家建起了“红色蒙古包”，定期组织附近的党员
进行学习，讲解党的惠民惠牧政策。

阿迪雅35年来不畏艰险、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地
感染了他的孩子。在他的感召下，在国外留学6年的大
儿子和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小儿子都回到草原再做牧民，
当起父母的“巡边拐杖”，共同守护着祖国的北疆。一家
两代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在 4公里长的边境线上践行着
重如泰山的诺言。 (据中国文明网)

中国北疆边境上的“草根卫士”

道 德 模 范

7月8日，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答田村村民在荷塘里采摘莲蓬。
近日，江西省广昌县大面积荷花盛开，美景如画。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原山林场建场之初，绿化祖国就是我们的使
命，践行‘两山论’就是我们的实践。我们正在
向现代化林场目标迈进，这是我的奋斗目标，也
是我一生的追求。”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发展战
略委员会主任孙建博深情地说。

这是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外记者见面会现
场。孙建博与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
长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蓉、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负责人刘
磊等4位林草行业党员围绕“传承红色基因，践
行绿色使命”与记者进行交流。

孙建博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
长期扎根林场一线，带领全场职工矢志不渝建设
绿水青山，打造金山银山，使原山林场从历史上
森林覆盖率不足2%的石山变为森林覆盖率高达
94.4%的绿色资源宝库。近20年来，人工造林5
万多亩，将负债4000多万元的穷场变为集绿化、
文化、森林旅游等五大产业协调发展的“两山”
典范，走出了一条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实施林
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路。

将茫茫荒原变成百万亩林海、依托森林资源

走绿色发展之路、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
山，安长明同样有着深刻的体会。“在塞罕坝建场
前还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如今这里已
是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他说，塞罕坝的绿水青山滋养了一方百姓，未来
要让树木越长越高大、环境越来越优美、人民生
活越来越幸福。

保护的背后，是一个个不断开拓创新、克服
困难的过程，千千万万林草人挥洒汗水、默默奉
献。“80后”党员刘磊从小生活在北方城市，一
毕业就到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基层一线参加工
作。“山路陡峭、崎岖，我们经常背着背包、带着
砍刀穿梭在雨林里，有时候要在水里泡、要被树
枝剐，甚至要面对毒蛇、蚂蟥，这些都是我们平
时巡护的日常。”他坦诚地说，眼里却满是骄傲。

刘磊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当地的百姓不少
成为了护林员，还组建了一支500多人的管护队
伍和20人的“土专家”团队，守护着这里的绿色
生态。他们还成功建立了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
推动鹦哥岭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全国
中小学研学实践基地。

林草部门承担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职
责。侯蓉带来了一张照片，是在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繁育成活的一只大熊猫，憨态可掬。多
年来，她秉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潜心于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带
领团队解决了大熊猫繁育、种群遗传管理与健康
管理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提升了大熊猫种群数
量，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对大熊猫等珍稀濒危动
物的就地和迁地保护，以及遗传资源保存作出了
积极贡献。

“在我看来，科研价值需要体现在科研成
果、回到实践中，要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的科研目
标。”侯蓉说，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她们的科研
成果不仅应用到大熊猫保护，还推广应用到小熊
猫、丹顶鹤、绿尾虹雉等其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保护方面。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正是因为有无数林草
人的默默奉献，我们才能看得见青山，闻得见花
香。而厚植绿色的种子，不止播撒在大地上，更
在每个人的心里。未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栽
树人！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厚植绿色希望 共建美好家园
——四位林草行业党员讲述绿色发展故事

●新华社记者 胡璐

（上接一版）
张小民团队的书刻作品大多选用老木陈木

并尽可能保留这些原材的原有特点和风貌，就
是这些原有的特点和风貌，巧妙的使书法的神
采情态及虚实、疏密、轻重、粗细、厚薄、方
圆造型等发生富于情趣的变化。光洁流畅的书
法线条可以变得含糊，似断意连、若隐若现，
这种美，使细巧工整圆转流动的点画，显得含
蓄、苍朴、朴拙、自然。而就是这种自然而成
的“残”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感染力，使得作
品少了人工雕琢之势，多了自然纯朴的成份，
笔画更富有活力。而这种“残”不但不会影响
欣赏情趣，还能造成艺术的悬念，又给观者以
丰富的想象。

谈到今日的成就，张小民由衷地感谢市
委、市政府，正是因为市委、市政府对艺术
人才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才让他有了良好
的创作环境和发展空间，而张小民也没有辜
负市委、市政府的殷切期望，不仅潜心钻研
书刻艺术，还不忘“传帮带”，建立起一支
高水平的书刻艺术创作团队，这次展出的书
刻艺术作品，三分之一都是张小民的团队成
员创作的。据了解，近年来，在张小民的带
领下，我市已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书刻创作
者，他们多次在省级、国家级展览中取得好成
绩。如今张小民和他的创作团队不仅代表着我
市书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极
有影响。

白城书刻艺术：巧夺天工之美 磅礴浩然之气

7月7日，在淮北市第三实验小学，消防救援人员为学生们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
当日，安徽省淮北市第三实验小学开展“安全教育到身边 平安快乐过暑期”主题活动，

邀请消防、交警和红十字救援队等单位人员来到校园，为学生们讲解安全用火、交通安全及
防溺水等知识，提高学生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确保孩子们平安度暑假。

新华社发（万善朝摄）

黄河2021年度汛前调水调沙结束

新华社郑州7月8日电（记者李鹏）记者
8日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获悉，历
时20天的黄河2021年度汛前调水调沙水库调
度正式结束。据悉，这是黄河连续20年成功
实施调水调沙，20年来通过调水调沙，黄河
下游主河槽过流能力显著提高。

据统计，2021年汛前调水调沙期间，黄
河下游河道最大过流4480立方米每秒，小浪
底水库最大排沙量378千克每立方米，累计排
沙6374万吨，入海沙量3623万吨，黄河尾闾
生态补水1.37亿立方米。

黄河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多年
平均径流量535亿立方米，年均输沙量高达
16亿吨。水少沙多导致下游河床淤积，河床

抬高形成地上悬河。调水调沙就是在现代化技
术条件下，利用干支流水库对进入下游的水沙
过程进行调控，塑造相对协调的水沙关系, 减
少水库河道淤积，恢复并维持中水河槽。

通过调水调沙，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
萎缩的状况得到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
平均降低 2.6 米，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由
2002年汛前的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到2021
年汛前的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主河槽过
流能力显著提高，中小洪水漫滩几率减少，
防洪减灾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黄河下游沿
岸以及河口三角洲生态状况好转，生态廊道
功能得以维持，湿地面积进一步增加，生物
数量稳定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