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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6月 3日电 （记者
宋瑞 徐思钰） 沿着海河三岔河口西

岸的张自忠路，来到天津古文化街，古

色古香的建筑映入眼帘，一路可见高

低错落、韵味十足的街面店铺，历史文

化底蕴、现代时尚感与市井烟火气在

此交织。

天津古文化街，又称“津门故里”，

是天津最早的民俗、文化、商贸聚集

地。穿行于长达 600 多米的主街上，

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商

家林立。在新业态、新功能的滋养下，

传统的老街“活起来”，引得来此“打

卡”的人们三步一驻足。

热闹喧嚷的老街上，有处店铺很

是显眼，黑漆金字的木制牌匾上写着

店名“杨柳青画店”。走进其中，一张

巨幅杨柳青木版年画经典作品“年画

娃娃”占据“C 位”。环顾四周，潮流 T
恤、立体画摆件、冰箱贴等各类创意产

品琳琅满目。

杨柳青木版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在这里经营多年的杨

柳青画店，既坚守传统年画市场，也开

发出一批融入了杨柳青年画经典元素

的文创产品，将传统艺术赋予新生命。

“近年来，门店的年画销售额与文

创产品销售额均有所提升。”位于古文

化街的杨柳青画店经理杨凯说，“我们

把杨柳青年画的元素提取出来，以文

创产品为载体‘上新’，获得很多年轻

人的喜爱。”

经数十年抢救性保护，天津杨柳

青画社收集到 6000 多块古版、2 万多

张年画。“这些古版、古画需要被开发

出来重新适应新市场，我们每季度都

会根据馆藏更新产品，让年画不仅是

‘过年的画’，延续年画的‘寿命’。”杨

凯说。

位于杨柳青画店对面的津药达仁

堂同样在“活化”中找到了自信。今年

初，该店进行升级改造，成为集中医药

文化展览、非遗技艺展示、产品体验销

售于一体的综合展馆，让游客在此更

好了解中药的价值。

拾级而上，一缕中药和咖啡混合的

幽香扑面而来。“梅半含霜”“采菊东篱”

“紫苏梅饮”……各色咖啡、茶饮富有诗

意的名字引得人想一探究竟。橱柜里，

“桂花扇”“招财进宝”“花开富贵”等国

风甜品也吸引不少游客到此寻味。

“我们将茯苓、五味子、肉桂、枸杞

等多味中药融入咖啡、茶饮和甜点中，

打造了‘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津药

达仁堂健康生活馆馆长李莉说。馆里

根据季节推出应季新品，前来“探新”

的消费者非常多。

踏上主街的石板路，茶汤、熟梨糕

等特色食品小铺里香飘四溢，吆喝声

不绝于耳。走进“中华老字号”企业桂

发祥和果仁张两家老品牌携手打造的

“联合店铺”，各色体型小巧便于携带

的小麻花、益糖和高纤麻花、多种口味

的瓜子和果仁包装精美、琳琅满目。

“顾客可以一站式购买不同品牌

的年货产品。”果仁张古文化街店店长

孙卓说，“随着时代变迁，我们的产品

不断创新，以适应老百姓的口味。现

在光顾店铺的年轻顾客越来越多。”

泥人张、耳朵眼炸糕等老字号店

铺游客盈门；老美华、津门蔡氏贡掸等

津韵非遗人气满满……漫步古文化

街，昔日的漕运码头，如今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街

管委会副主任王莹介绍，近年来，古文

化街景区年最高游客接待量达 1300
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单日

客流量达到创纪录的 29.4万人次。

“这条老街承载着天津的文化记

忆，充分展示了‘老城津韵’的底色。”

天津市南开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敬

说，如今，景区将传统民俗韵味叠加新

文旅元素，打造了一系列文旅消费新

业态、新场景、新产品，满足了游客多

元化休闲消费的需求，让古文化街成

为游客了解天津民俗、感受天津民风、

体验天津生活的绝佳之地。

津味老街的古韵新生，来漫游！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 申
铖） 记者 3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

政加强资源统筹，优化支出结构，设立

“三北”工程补助资金，支持林草湿荒一

体化保护修复、巩固防沙治沙成果、沙

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示范等。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

印发《关于财政支持“三北”工程建设的

意见》，明确了上述安排。

意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

体要求，第二至五部分为支持政策和保

障措施，推动构建稳定持续、保障到位、

渠道多元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撑体系，

全力支持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负责

同志介绍，中央财政以防沙治沙为主攻

方向，以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为重点，通

过统筹存量和增量资金，加大对“三北”

工程建设支持力度，新设“三北”工程补

助资金，并已在 2024 年预算中安排 120
亿元，以后年度结合工作需要统筹安排。

根据意见，除了设立“三北”工程补

助资金，支持“三北”工程建设的主要财

政政策还包括强化现有财政资金支持

力度、健全市场化多元化投入机制、落

实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政策。

中央财政设立“三北”工程补助资金

新华社记者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建设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 ”研 讨 会 2 日 在 京 举

行。来自全国多家高校、科研院所的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展开深入交流探讨。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重温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文化思想，共同交流学术研究成

果，对于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

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很有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

校长（副院长）李文堂认为，文化主体性

是中华文化发展道路上避不开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

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巩固文化

主体性提供了思想指导，充分展现了自

信自立、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主

体意识与文化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张志强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

出位置，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为赓续中华文脉注入固

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

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康震认

为，只有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历史逻辑与当代实践，才能深刻领悟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思

想内涵，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

平性——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共

同塑造了其整体特征，形成了博大精深

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中国历史研究

院副院长、党委常委李国强认为，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内在要求、必由之

路，必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

代化进程相协调，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

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北

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博

雅讲席教授钱乘旦认为，现代化意味着

社会的全方位变化，也意味着人的思想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政

治、经济、社会的伟大变革，也是中国历

史上又一次文明大融合，其规模之巨

大、内容之深刻是前所未有的。

历经千年、具有独特魅力的敦煌文

化，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典范。兰州

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表示，敦

煌文化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

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展现出中华文化的

强大生命力，要不断推动敦煌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敦煌文化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

研究”“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

史学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

与实践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当天举行的

5 个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结合

自身研究领域，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

的交流讨论。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来自“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的声音

立足中国田野
研究中国实际 发展中国理论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张 泉 温竞华

6 月 3 日，在中国工程院建院 30 周

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向全

院院士和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致以诚

挚问候，强调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贺信饱含亲切关怀与殷切期望，在

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高屋建瓴

指出，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

重要引擎，这是对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

的褒奖与勉励。”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邬贺铨院士说，30 年来，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中国工程院团结凝聚院士和广大

工程科技工作者，大力推动工程科技发

展，不断攻克科技难关，创新成果举世

瞩目。

汇聚一流创新人才、产出一流科技

成果、贡献一流咨询建议、打造一流学

术平台，广大工程院院士和工程科技工

作者在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奋斗

的进程中争当排头兵。

“航空发动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

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加快

自主研制是工程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

当。”总书记的贺信让中国航空发动机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向巧院士倍感

自豪，近年来航空发动机研制战线的工

程科技工作者牢记总书记嘱托，加快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初步探索出了一条自

主创新发展的新路子，努力让中国的飞

机用上更加强劲的“中国心”。

“对标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工程’

早已登上世界舞台，但工程科技创新没

有止境。”主持北京奥运会、冬奥会主场

馆设计的李兴钢院士，亲历了一系列国

家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在牵头研究设

计更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未来住

宅”，“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培育新

动能。”

生 物 芯 片 北 京 国 家 工 程 研 究 中

心，实验室里一片忙碌。依托国家重

大专项，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学院讲席教授程京院士带领团队

研制出全球首款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

芯片，让出生缺陷预防有更多“科技利

器”。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能只靠二

手甚至落伍的科技，一定要加强原创性

科技创新，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展望未来，程京信心满怀，

“守护好人民健康，要加强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更多新技术、

好技术及时用起来。”

“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强

化国家高端智库职能”……习近平总书

记在贺信中提出的希望，为中国工程科

技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坚持为国选题、为国立项、为国攻

关。我们将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聚

焦国家战略需求，继续系统性、针对性

部署科技战略咨询项目，认真组织开展

科技评估与论证，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科

技智库。”中国工程院二局局长王振海

说。

在新起点上，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

勇攀高峰。

不久前，中国船舶沪东中华 LNG
技术研究所所长王磊带领团队研发的

中国第五代大型 LNG 运输船项目首制

船“绿能瀛”号顺利交付，技术性能指标

世界领先。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

上的明珠’，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科

研攻关，有力推动船舶工业向高端化发

展，加快实现我国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

国的转变。”王磊说。

时速 400 公里的 CR450 动车组样

车预计今年内下线，相应的高铁线路、

桥梁、隧道等也将实现技术创新，共同

承载起更快的“中国速度”。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要让中国工

程在国际铁路领域持续领跑。”今年初

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的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

员李平，正在带领团队打造运营速度更

快、智能化水平更高的新一代智能高

铁，为世界铁路智能化发展提供中国方

案。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习近

平总书记在贺信中特别提到弘扬科学

家精神，激励工程科技工作者为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接续奋斗。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张伯礼院士深感使命光荣：“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肩负历史责任，瞄

准国之所需，更好弘扬科学家精神，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

加务实的作风，投身于国家科技创新事

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工程院建院30周年的贺信
激励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进一步投身科技强国建设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作出更大贡献

这是6月3日拍摄的建设中的西成铁路甘肃段白龙江大桥（无人机照片）。
目前，西宁至成都铁路甘肃段建设进展顺利。在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境内的西成铁路施工现场，中铁

四局的建设者们正加紧施工。西成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跨青海、甘肃、四川，正
线全长836.5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西成铁路甘肃段建设加速推进

丰收的乐章
6月3日，河南省沁阳市紫陵镇赵寨村，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抢收小麦。
时下，各地小麦收获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展开，金色稻田上来回穿梭的收割机，犹如在大地上

跳动的琴键，奏响丰收的乐章。 新华社发 杨帆 摄

新华社北京 6月 3日电 （记者
齐琪） 为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服务保障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职能作用，司法部

日前印发关于开展“法援护苗”行动的

通知，围绕设立专门热线、开展专项服

务、降低援助门槛等内容提出 10 项行

动措施。

通知提出，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

助咨询转介和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大

的案件专门指派、提级指派机制，确保

承办律师经过专门培训、熟悉未成年

人身心特点。实行一援到底，对同一

案件的不同阶段尽量指派同一名律师

承办。对留守、困境、残疾儿童提供预

约服务、上门服务。

通知要求，落实法律援助法，对遭

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未成年

人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

限制；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支持各地依

法扩大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范围。

据悉，2023 年，全国法律援助机

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

18 万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 15
万人次，有力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

聚焦未成年人法律援助需求
司法部开展“法援护苗”行动

据新华社电

●我国生态保护修复
取得明显成效

●农业银行：6500 余
家网点可提供外币兑换服
务

●30余株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大花杓兰现身
内蒙古

●国家防总派出工作
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