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杜静波）10月

11日，西安站正式开行始发进京

高铁列车。为确保进京高铁顺利

开行，西安站提前制定客运组织

应急预案，并组织全员进行培训，

确保各层级严格按照高铁标准执

行相关作业。同时，通过微博、微

信、抖音等多个平台，加大对进京

高铁的宣传力度，重点提醒旅客

及时关注 3 对高铁的始发、终到

站信息，做好出行安排。

铁路部门温馨提示，G654次、

G658次、G666次列车的始发站为

西安站，从北京始发的 G657 次、

G659次、G665次列车的终到站也

为西安站，其他西安始发的高铁

均为西安北站。请广大旅客在购

票时注意区分不同车次的始发站

和终到站，避免买错车票影响行

程安排。

□ 杨洋 整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荣）10 月

10 日，朱鹮引入延安、榆林试验在延

安市宝塔区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盘

龙管护站和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黑

峁墩村同时启动。这是我省首次在

陕北地区开展朱鹮人工繁育和野化放

飞试验工作。来自洋县的20只朱鹮和

来自楼观台的20只朱鹮被分别被运送

至南泥湾、横山朱鹮人工繁育和野化

放飞试验基地。

朱鹮对环境要求十分苛刻。20 世

纪80年代以来，延安、榆林两地不断加

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实施“三北”

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

工程，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为朱鹮生存

创造了基本条件。南泥湾项目地周围

人工湿地以沼泽、水稻田和库塘为主。

靠近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修复河

道、滩涂、沼泽500余亩，为朱鹮营巢、栖

息提供了有利条件。横山项目地处横

山区无定河流域，生态秀美、气候湿润，

初步建成了“沙漠—湿地—稻田—森

林”复合生态系统，万亩稻蟹（虾）田和

河流湿地孕育了大量水生生物，且冬季

无定河不结冰，每年有大量水鸟在此迁

徙停留。两处项目地均能够为朱鹮提

供丰富的食物和栖息保障。

“本次朱鹮北上，跨越秦岭，从长江

流域再一次到黄河流域，逐步恢复朱鹮

的迁徙习性，培养朱鹮在寒冷地区的适

生能力，为北方地区朱鹮再引入寻找途

径、积累经验，也标志着我国重建朱鹮

种群进入新的阶段。”朱鹮发现者、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专家刘荫增表

示，延安与榆林都曾是朱鹮历史分布

区，此次朱鹮回归北上是朱鹮保护的新

突破和尝试，也是对朱鹮重现历史分布

地的一次重要探索。

朱鹮曾广泛分布在东亚和西伯利

亚地区。经过40多年的保护，全球朱鹮

种群数量已经从1981年的7只扩展到目

前的9000余只，野生朱鹮栖息地面积由

不足5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约1.6万

平方公里，朱鹮分布范围逐步向历史分

布区扩展。

朱鹮引入延安榆林试验在两地同时启动

西安站首趟进京高铁正式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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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

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10 月

9日，“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奋斗精神”网

络主题陕西篇活动采访团走进延安市

曲艺馆和金延安景区，领略陕北说书、

剪纸等非遗项目魅力。

琵琶、“嘛喳喳”、耍板……延安市

曲艺馆里陈列着不同样式和种类的演

奏乐器，每一件乐器都呈现出鲜明的时

代感，其中最受说书艺人欢迎的便是琵

琶和三弦。

2006年，陕北说书入选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陕北说

书 馆 依 托 延 安 市 曲 艺 馆 启 动 筹 建 。

2020年11月，陕北说书馆正式开馆，成

为全国唯一一座完整展示陕北说书的

主题专馆。

“陕北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艺人

采用陕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

唱、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延安市曲艺

馆副馆长孙岩介绍，陕北说书主要流行

于延安和榆林等地，最初是由民间艺人

运用陕北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

后来吸收了眉户、秦腔、道情和信天游

的曲调，逐步形成以说唱表演长篇故事

的说书艺术。

说起延安市曲艺馆，就不得不提人

民艺术家韩起祥先生。1978年10月，正

是在韩起祥的倡导下，延安市曲艺馆（原

称“延安地区曲艺馆”）正式挂牌成立。

作为我国著名民间艺术家、陕北说

书大师，韩起祥在西北革命、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就在陕北高原山峦沟壑

间宣传抗日、动员人民群众，被亲切誉

为“三弦战士”。

“韩起祥是一代里程碑式的说唱大

师，精通50多种民歌小调、30多种说唱

曲牌，一生改编创作了 570 多部、合计

400多万字的说书作品。”孙岩说，韩起祥

始终不忘毛主席“要多带徒弟，要把

陕北说书传至后代”的叮嘱，从延安时

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40 年间，培养了

近千名说书艺人。

随着时代发展，在现代艺术的多元

冲击下，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有了

更高要求，陕北说书的继承与发展也面

临困境。

在韩起祥等多位老一辈说书艺人

的传承影响下，近年来，延安市曲艺馆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举办陕北说书民间

艺人培训班 12 期，培养优秀说书艺人

300多人，坚持每年开展非遗进社区、进

景区、进校园等活动，不断扩大陕北说

书的影响力。

离开延安市曲艺馆，采访团来到

金延安景区，这里也聚集着一批非遗

项目。

国庆节期间，金延安景区游人如

织，每天上百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了

众多游客打卡观光。走进景区南街，一

家以高河晓名字命名的剪纸艺术馆吸

引了采访团的注意。记者看到，精美

的剪纸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以红色

文化为主题，比如“毛主席语录”“宝塔

山”等。

“剪纸是一门雅俗共赏的艺术，不

分男女老少，无论贫富贵贱，都可以尽

情地发挥和享受……”这家艺术馆的负

责人高河晓边说边拿起剪刀剪纸，不到

一分钟，一幅精美的蝴蝶剪纸便呈现在

众人面前。

高河晓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小时候因无钱治病落下残疾，却对剪纸

萌生了浓厚兴趣，成年后，他选择学习

剪纸并进行创作。经过多年勤学苦练，

现在他已成为延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剪纸这个国家级

非遗项目，他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延安是革命圣地，剪纸艺术当然

要 弘 扬 延 安 精 神 ，而 且 还 要 不 断

创 新，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剪纸、热

爱剪纸，将延安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高河晓说。

近年来，延安市不断加强非遗项目

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地毯式、拉网式摸排、调查和采录，搜

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大类 1000

多个项目，同时，实现了非遗保护线上

随机交流和资源共享。延安文艺纪念

馆、陕北说书馆、延安市非遗陈列馆等

重点市级非遗场馆和 13 个县级非遗陈

列馆建成投运，在全省率先实现县级非

遗陈列馆全覆盖。举办非遗传承人培

训班92期，举办陕北文化专题讲座、论

坛等60余次，开展非遗研培，累计培训

学员3000多人次。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奋斗精神”网络主题陕西篇活动随行记

（上接第1版）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以人为本。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既有宏大擘画，也有细处关照，因地制宜筹划项目，注

重参与个体的现实需求。马拉维600眼水井成为润泽当

地15万民众的“幸福井”，“鲁班工坊”帮助塔吉克斯坦等

国众多年轻人掌握职业技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民众称

赞中国菌草是“致富草”“幸福草”……许多“小而美、见效

快、惠民生”项目扎实推进，不断增进共建国家民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包容发展，走的是一条各方携手

前进的阳光大道，在团结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同时增进了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互动，凝聚和平衡了推动全球

发展的各方力量，弥补了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

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深入推进，也带来了全球

治理理念的创新。各国携手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让

合作共赢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真正的多边主义得到弘扬，为更加

民主、公正的全球治理提供良好示范；“一带一路”建设

跨越政治制度、发展方式、文化传统等差异，通过文明

交流互鉴增进政治互信、超越文明隔阂，促进不同文明

走向和合共生。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在反复思考世界

各国应如何在千差万别的利益和诉求中实现共商共享、

和而不同、合作共赢。”

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创造

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理念

和倡议，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汇聚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盼

稳定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不同文化背景

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实现更好相处，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说，

他从一开始就赞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因为我们必须

换个角度看世界、看问题”。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

万邦”，遵循“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交往原则，憧憬“大道

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新时代中国提出并不断深

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基于五千多年的文明传承。

中美洲议会议长阿马多·塞鲁德说，维护和平、为人类创造

发展机遇和幸福生活才是光明正道，中国是助力世界稳定

前行的重要力量。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展望未来，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必将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开展，进一步

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让各国民众享受更多发展成果，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不竭的动力。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作为一名考古新人，我会坚守考古

人‘择一事、终一生’的信念与奉献精神，

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一路前行，做好考

古发掘和遗址遗物研究工作，为揭示人

类文明起源、传承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

力量！”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队员韩

倩表示。

9月13日，记者跟随“黄河女儿行——

讲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巾帼故事”全媒

体采访团来到神木市石峁遗址，近距离

感受人类史前文明的灿烂与沧桑，了

解石峁考古队队员们在千沟万壑的

“石头城”探寻“中国文明前夜”背后的感

人故事。

沿着毛乌素沙漠南缘一路行驶，从

盘山公路尽头远远望去，一面“石峁考古

队”的红色旗帜在皇城台最高处迎风飘

扬，令人眼前一亮。

中等身材、齐耳短发，身着考古队烟

灰色工作马甲的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

队队员韩倩已在此等候。她沉着稳重，

让人很难将其与“95后”联系到一起。

“2022年8月，我来到石峁遗址时正

值盛夏。虽然天气炎热，生活条件艰苦，

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因为考

古队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皇城

台最高等级墓地的挖掘。”韩倩说，白天

“上工”大家扛着工具、仪器沿着山峁走

走停停，“下工”后又回到驻地，和工人们

一起在灯下清理、归纳挖掘到的陶片、骨

器和玉器等物件，并进行资料的归类整

理工作。韩倩说，“睁眼工作，闭眼睡觉”

是工作的常态。

2011年，省考古研究院在榆林神木

发现了一座 4000 多年前的古城——石

峁遗址。这座古城以超过400万平方米

的超大规模，刷新了中国史前城址的纪

录。石峁古城的发现从一开始便“石破

天惊”震惊学术界。超大型城址、宏大的

建筑、复杂的宗教祭祀现象、大量精美玉

器的发现，揭开了黄土高原上一座神秘

王国都邑的灿烂辉煌。它也证明了在中

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各地

区的古人都创造着特色鲜明的辉煌文

化，文明恰如“满天星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发掘至今，

石峁遗址多次荣获考古学界最高奖项，

入选 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

2020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并在

2013年入选“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2020 年底入选了美国《考古》期刊评选

的“世界十年十大考古发现”。石峁走到

了世界考古的舞台。

这么大的遗址，要从哪里开始发

掘？石峁考古队决定：沿着路追！十余

年来，队员们扎根石峁遗址所在的这座

山头，为揭开人类文明史的神秘面纱提

供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

“真正的考古工作不是外界想象的

光鲜亮丽，而是一份极为特殊且艰苦的

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劳动和加班

熬夜的脑力付出。其实，更多的时候需

要一种情怀，一种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韩倩说，远离城市的繁华，常年工作在野

外，也会让人感觉枯燥，但看到自己一铲

一刷发掘出来的“劳动”成果时，取而代

之的是满满的成就感。

“我经常梦到发掘了一个完整的墓

葬！”韩倩遗憾地说，很多墓葬受到不同

程度的盗扰，这对考古人员来说是一件

极其痛心的事，发掘整理工作刻不容缓。

规模宏大、建筑精良的外城东门遗

址，成排成列分布的房屋基址、高等级墓

葬等遗迹不断被发现，在考古队常年的

默默坚守中，石峁遗址的面貌也在考古

队员手铲与毛刷的挥动下逐渐清晰起

来，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三重城

垣一一揭示。

韩倩说，她在石峁遗址考古队工作

已整一年，听到看到了许多发生在石峁

的传奇故事，也切身感受到同事们的热

爱与坚守。

“2015 年，我在本科文化遗产课程

上选择分享石峁遗址，当时制作的PPT

还保存在电脑上。如今站在这个 4000

年前宏伟的城址上进行发掘，不由得感

叹命运的神奇。”韩倩希望通过发掘让更

多人了解石峁，了解那段尘封已久的人

类璀璨文明。

□ 记者 李彦伶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荣）10 月 11 日，记者从

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

假期，西安公安交警累计出动警力 2.8 万余人次、

警车 1.1 万辆次，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9 万余例，

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今年中秋国庆假日期间，西安市机动车交通

流量创历史新高。据统计，9月28日出行车辆达到

了 328 万辆，增长到常态均值的1.6倍。其中，外地

游客车辆80万辆，在途车辆峰值43万辆，出行车辆

和在途车辆均远超历史峰值。西安市机动车通行总

数2270万辆次，较2022年同期增长103%。其中，省

外车辆 650 万辆次，占通行总数的 30%。全市通行

压力集中在曲江景区、小寨—陕历博区域、钟鼓楼等

区域周边。针对全市98处A级以上景区及热点商

圈、环山沿线、“一场两站”、高速公路等出行集中的

特点，西安交警在重点景区、商圈周边开辟临时停车

场150余处，共计增加临时停车泊位1.2万余个，

中秋国庆假期
逾2.8万警力保障西安交通畅行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庞浩楠 通讯员 贺珍珍
苏凌云 记者 唐冰）10月8日，我省首批试种的“巨

型稻”在汉阴县迎来丰收。

此次成功试种的“巨型稻6号”，是由中国科学院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夏新界团队研发的水稻新品

种，在汉阴县蒲溪镇盘龙村试种90余亩。经测量，

该批次“巨型稻”平均株高1.6米，个别稻株高达1.8米，

亩均产量约600公斤，预计总产量可达5万公斤。

与普通水稻相比，“巨型稻6号”具有穗长粒多、

个体高大、茎秆粗壮、抗倒伏、产量高等特点，播种、

收割时间基本同步，其稻穗长度超出约10厘米，亩

均产量高出200公斤以上。此外，“巨型稻6号”稻米

的含硒量达到每公斤21.8微克，是普通稻米的5倍

左右，且富含抗性淀粉等营养成分，市场前景广阔。

“巨型稻6号”根系发达，长度约为普通水稻的

2 倍，在稳产增收的同时，可有效增加稻田蓄水深

度，提升稻渔综合种养效益，对构建“稳粮、促渔、提

质、增效、生态”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进一步筑牢

粮食安全防线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闫智）10月10日，记者从西安公

交集团获悉，为提供更加快速高效的地铁接驳公共

交通出行服务，西安公交集团将于12日开通S18路、

S20路2条社区巴士公交线路，方便名京九合院、腾

联新世纪、北沙口村等社区居民公交出行。

据悉，S18路线路设置站点11个，线路长度5公

里，去程由萧家巷北段发车，经萧家巷、萧家北巷、拾

翠路至拾翠路中段；回程由拾翠路中段发车，经拾翠

路、萧家巷至终点站萧家巷北段。S20路线路设置

站点5个，线路长度4公里，由天章大道公交调度站

发车，经天章大道、孙武路、北沙口村西侧无名路、三

桥新街至三桥地铁站。

西安将开通两条社区巴士公交线路

【新闻回放】今年以来，市场监

管总局积极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

“守护”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各

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截至目

前，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

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209件。

网友观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

场秩序，不仅要有法律法规护航，而

且有赖于执法和监管到位。要充分

发挥执法和监管能为、有为、善为的

作用，及时纠正和解决市场出现的

新问题和新矛盾，弥补市场自身调

节存在的不足。

网友观点：惩治不是目的，规范

才是根本。只有不断增强经营主体

诚信守法、合规经营的意识，有效引

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才能建立

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

提升市场竞争整体质量和水平。

【新闻回放】近日，一条题为《老

奶奶手举塑料大斧头玩具“逼问”老

爷爷“作业写完了吗”》的短视频在

网络走红，点赞数超过100万次，一

度登上短视频平台热搜前三。据介

绍，参与拍摄的老人都是天津某养

老院的住户，多条该养老院老人参

与拍摄的短视频均有着不俗的播放

量，引发广泛关注。

网友观点：老人们参与拍摄的

短视频故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生

动有趣地展现了他们热爱生活、享

受生活的精神面貌。从网友的反应

可见，老人们参与拍摄的短视频，能

有效增加老人的家属和公众对养老

机构的了解和理解，并向社会传递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激发向上向

善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