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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2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巴西严重暴雨
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巴西总统
卢拉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巴西圣保罗

州发生严重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向遇难者
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灾
区人民表示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
日康复。

就巴西圣保罗州严重暴雨灾害

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卢拉致慰问电

□文/摄 本报记者 董云平

“在这里，看到了黑龙江丰富而独特
的非遗技艺，让人惊叹”“非遗伴手礼，匠
心雅致，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彩斑斓的彭
氏彩灯里留影，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当龙江最美冰雪季与载着浓郁文化
底蕴的龙江非遗“相约”，冰雪季，因非遗
愈发璀璨，让游客沉醉忘归；非遗，让冰雪
季锦上添花，愈加火热“出圈”。

从冬至春，历时一个月。“醉美
冰雪季 非遗过大年”——第二
届黑龙江冰雪非遗周活动
近日完美落幕，留下的是
游客的依依不舍，带走
的是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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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览非遗技艺展示长廊
的时候，看到麦秸技艺作品《博
古》，惊诧于它的质感宛如青铜，
材质竟然是软软的麦秸，这真是
绝活儿，不可思议！”来自苏州的
游客张彩云，在冰雪非遗周活动
现场发出了惊叹。

让独特的非遗技艺展示出
来，展销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龙
江非遗，了解非遗，喜爱非遗，是
第二届黑龙江冰雪非遗周创办的
一个初衷。

活动中，室外室内展区相得
益彰。室外展区的“潮起非遗大

舞台”，展示有渤海靺鞨绣、麦秆
剪贴、美江木艺、金漆镶嵌工艺、
黑陶、布艺、木雕、山核桃雕刻等
传统技艺作品；周边的 21 个展
柜，展有唐三彩、鱼皮、狍皮等150
件非遗展品；室内有麦秆剪贴、渤
海靺鞨绣、刀剑锻制技艺、赫哲族
鱼皮制作技艺、桦树皮制作技艺、
省级项目金漆镶嵌工艺、手工布
艺、山核桃工艺、黑陶制作技艺、
桦树皮画、青牛葫芦制作技艺、剪
纸等 30 余项非遗项目展示；此
外，还有省非遗中心设计制作的6
款 30 组龙江非遗伴手礼盒，供游

客作为礼物热选。
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刘梦杰

告诉记者，第二届黑龙江冰雪非
遗周活动历时 31 天，经历了春
节、元宵节两大传统节日，共组织
全省各级非遗项目 82 项，其中包
括联合国非遗项目 1 项，国家级
非遗项目 10项，省级非遗项目 58
项，市区级非遗项目 13 项，参与
销售的麦秆剪贴、渤海靺鞨绣、兰
西挂钱、金漆镶嵌工艺、桦树皮
画、手工布艺、山核桃工艺、青牛
葫芦制作技艺、剪纸等非遗项目
深受游客喜爱，销售十分可观。

将龙江非遗瑰宝带回家

“在领略了黑龙江冰雪梦幻
迷人的魅力后，还欣赏到了黑龙
江独具特色的非遗展示、展演，拍
照、录视频、发朋友圈，我好想将
这些独特的黑土非遗技艺记录下
来，留存下来，也想让更多的人共
赏。”广州游客赵颖兴奋地给记者
展示着她所拍摄的图片、视频。

在她的镜头下，有精彩的赫
哲族特色民族文化展示，悠扬的
伊玛堪、欢快的嫁令阔、神秘的萨
满舞、艳丽的鱼皮服饰、异彩纷呈
的彭氏彩灯……

第二届黑龙江冰雪非遗周活

动选址在美丽的松花江畔，防洪
纪念塔旁，旁边就是闻名的中央
大街。处处皆美景，处处有风情。

又恰逢春节期间，第二届黑
龙江冰雪非遗周活动“非遗过大
年”的主题，配以红色为主色调的
外景，加上浓厚而喜庆的过年气
氛，给予了市民和游客欢天喜地
的过年体验，让群众深深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

连日来，不计其数的游客穿
过中央大街，走入非遗周活动现
场。在红灯笼长廊、彩灯馆、红灯
笼馆、剪纸展区、“潮起龙江·非遗

迎春灯光秀”、黑龙江世居少数民
族歌舞表演现场等地打卡拍照，
定格留存。

据统计，第二届黑龙江冰雪
非遗周活动期间，中央大街活动
现场日客流量最高达 70 余万人
次；抖音、小红书、非遗龙江视频
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视频号等活动直播观看人数 80
万人次；爱奇艺、抖音、快手、小红
书等网络短视频转发播放量 2 万
人次；央视新闻等国家、省级 30
余家媒体报道共 78 条，阅读量达
16万次。

让美好“技艺”成为美好“记忆”

我省在全国首创的冰雪非遗
周活动，至今连续举办两届，赢得
了游客的关注和喜爱，成为许多
游客必到的打卡地。许多游客纷
纷留言表示，冰雪非遗为他们的
冰雪之旅增添了文化味道，留下
了深刻印记。

“将冰雪非遗周打造成一张
靓丽的龙江名片，也是我们的期
待。”省文旅厅非遗处处长赵佩先
说，此届冰雪非遗周活动以展、
演、销、做等互动形式，吸引了大
量省内外游客，增添了冬季旅游
的文化元素，推动了非遗与旅游
的深度融合。

而这些非遗技艺的精彩呈
现、非遗成果的丰硕展现，离不开
我省近年来对非遗保护传承的持
续发力。

据了解，截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我省共有联合国非遗项目 2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42项，省级非
遗项目 429 项。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24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517
人（不含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设有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4
个，即赫哲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金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牡
丹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和鄂伦春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开展两批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评审，全省共有省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 44 个；开展两批非遗研究
基地评定，现有非遗研究基地 25
个；开展两批非遗教育基地评定，
现在非遗教育基地92个。

近年来，我省还通过“非遗+”
模式，积极推进非遗保护与产业、
技术、行业、平台的深度融合，谋求
高效发展模式。如选择我省地域、
民族特色浓郁的代表性项目进驻

“哈洽会”“文博会”等各种展销平

台，打造龙江非遗品牌，扩大非遗
影响力；结合省级文化产业园区建
设和非遗项目中心区域建设，丰富
非遗产品形式，增加当地非遗文化
内涵；在方正剪纸、绥棱黑陶制作
技艺等一批非遗项目带动下，项目
所在地成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探索非遗+旅游、非遗+互联
网、非遗+产业、非遗+演艺、非遗+
电商、非遗+扶贫等多种发展模
式，实施非遗产品和演出进景区，
非遗产品线上营销等具体项目，围
绕加强品牌营销和突出地域特色
切实发挥非遗文化作用。

省文旅厅副厅长侯伟说：“我
们将继续举办冰雪非遗周活动，
并加大各类媒体对活动的宣传力
度，力争将‘冰雪非遗节（周）’打
造成一张靓丽的黑龙江非遗名
片，为非遗助力黑龙江省可持续
发展作出贡献。”

打造冰雪非遗璀璨名片

红红火火的非遗年货大集。

赫哲族鱼皮作品很吸睛。

美轮美奂的彭氏彩灯
成为游客喜爱的打卡地。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指出，加强基
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必
须下气力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
人才培养平台，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
相涌现。要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
究人才支持力度，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
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不断
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
队。要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
长周期支持机制，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
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
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的评价体系。要加强科研学风作风建
设，引导科技人员摒弃浮夸、祛除浮躁，
坐住坐稳“冷板凳”。要坚持走基础研究

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深入实施“中学生英
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计划”，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
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
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
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
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习近平强调，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
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
作和开放共享。要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
作平台，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
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围绕
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物安全、外层空
间利用等全球问题，拓展和深化中外联
合科研。要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

技治理，参加或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
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
际对接。要努力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
信任、合作，以更多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并有效维护我国的科技安全
利益。

习近平指出，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
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
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
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了中国
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
不竭动力。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
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广泛宣传基础
研究等科技领域涌现的先进典型和事迹，

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传承老一辈科
学家以身许国、心系人民的光荣传统，把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要加强国家科
普能力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行动，线上线下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展
示科技成就，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
社会风尚。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
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
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习近平最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
习科技知识、发扬科学精神，主动靠前为
科技工作者排忧解难、松绑减负、加油鼓
劲，把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战略
部署落到实处。

切实加强基础研究 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上接第一版）当前全国两会召开在
即，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各类安
全隐患，强化防范措施，狠抓工作落
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稳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此
次事故失联人员多，要全力搜救被埋
人员，保障救援安全，妥为做好善后
处置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

因，及时准确发布信息，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国务院
安委会、应急部要督促各地全面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加大重大隐患
整治力度，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
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
应急管理部等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
赴当地指导救援工作。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盟已组织力量开展救援，
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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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技艺展示，让冰
雪季更加璀璨。

□新华社记者 刘敏 王泽昊

从拉萨出发，一路向着东南方
向行驶，蜿蜒平整的公路犹如一条
白色缎带盘绕在雪山林海与峡谷之
间。穿过嘎隆拉隧道，海拔逐渐降
低，雅鲁藏布江两岸崇山如黛。从
波密到墨脱，开车只用了 3 个多小
时，10 年前要走完这段路需要三四
天。大家都感叹：“这条路真的好走
了！”

“记者朋友，路上辛苦了！”车行
至墨脱县德兴乡德兴村，我们见到了
正在村民格桑曲珍家了解手工艺品
制作和销路的乡党委副书记白玛曲
珍。今年39岁的她有张古铜色的面
庞，走起路来脚下带风，一说话就爱
笑：“你们来时走的这条路，可是我们
门巴族的幸福路咯！”

三句话不离“路”，让我们对这条
路有了更多好奇。在格桑曲珍家整
洁宽敞的小院里，白玛曲珍讲起了10
年前全国两会上那温暖的一幕——

2013年3月，当选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的白玛曲珍到北京参加全国
两会。3 月 8 日，得知习近平总书记
要来西藏代表团参加审议，白玛曲珍
激动得几乎一个晚上没睡好，“脑海
里反反复复想着要跟总书记说些什
么。”

3 月 9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会场里响起热
烈的掌声。总书记走到白玛曲珍身
边时，有人介绍说：“这是来自墨脱县
的门巴族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停下
脚步，亲切地与白玛曲珍握手。

“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我
心里有点紧张。”白玛曲珍回忆道，

“但是看到总书记和蔼可亲的面庞，
握着他温暖宽厚的大手，顿时就放松
下来了。”

“每个代表发言的时候，总书记
都认真倾听，时而记录，不时询问。
群众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发展
有什么困难……他样样都牵挂。”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白玛曲珍说，“西
藏距离北京那么远，可西藏的路、人、
村……都装在总书记心里。”

前面几位代表发完言，习近平总
书记温和的目光注视到坐在对面的
白玛曲珍。

“现在到墨脱的路通了没有？”总
书记面带微笑，关切地询问道。

“这个问题一下就问到了我的心
窝里。”白玛曲珍说。

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才
知道对路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墨脱
在藏语中意为“秘境莲花”，这个动听
的名字多少年来却只意味着险峰天
堑。喜马拉雅山三面环抱，物资运输
曾经只能靠人背马驮，有些路窄到要
牵着马尾巴才走得过。一旦大雪封
山或发生泥石流，“秘境莲花”就变成

“高原孤岛”。
白玛曲珍扳着手指头给记者算

起了那时她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
艰难行程：“先从村里一路走到大巴
车站，坐了 1 个小时大巴车再步行 4
个小时到达墨脱县城，再走路加坐车

从墨脱到波密，换车从波密到林芝八
一镇。接着，乘汽车从八一镇到拉
萨，再乘飞机飞到成都并中转到北
京。3000多公里的路走了6天！”

“中国那么大，总书记还惦记着
墨脱的路，我心里非常感动。”白玛曲
珍说，“我告诉总书记，年底我们墨脱
县的公路有望全线通车！总书记听
了欣慰地点点头。会上，他勉励我们
到 2020年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两会结束后回到家乡，白玛曲珍
将总书记对墨脱的关心讲给父老乡
亲们听，小小的山乡沸腾了。大家兴
奋地七嘴八舌：“总书记这样关心我
们，咱们一定要把日子过得更美，路
要修得更好！”

2013 年 10 月 31 日，墨脱这个曾
经的“高原孤岛”，实现第一条公路全
线通车！2019 年，墨脱县实现脱贫
摘帽，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

在这以后，白玛曲珍越来越关注
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对少数民族和贫
困地区道路的关心——

“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
很揪心。”2017 年全国两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谈到有关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悬崖村”的电视新闻报道时，关
切之情溢于言表。2019年全国两会
上，听到甘肃省一位人大代表说“我
的家乡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也想通
高速公路，加快家乡的脱贫致富”，习
近平总书记询问坐在身旁的甘肃省
负责同志：“甘肃还没有通高速公路
的县有多少？”……

白玛曲珍越来越明白了总书记
关心这些路的用意。了解“路”的难
题，倾听“路”的变迁，关心的是百姓
的生活之路、贫困地区的脱贫之路、
国家的发展之路。

“路修好后，生活变化大吧？”我
们关切地问道。

“路修通了，心里更亮堂了！日
子更有奔头了！”白玛曲珍接上话茬，
爽朗的笑声像一串串跳动的音符，

“农产品有了出路，绿水青山变成了
金山银山。墨脱的百姓腰包鼓了，住
进了安居房，每家每户屋顶的五星红
旗高高飘扬！”

得知当地正通过种植经济作物，
再铺百姓致富新路，我们提出去山上
看看。

只见四周绵延的大山上，苍翠一
片几乎全是茶园和果园。不出一两
个月，新采摘的茶叶和枇杷果将会搭
上通往大山外的汽车，穿过覆盖白雪
的喜马拉雅山脉、循着尼洋河时湍时
缓的水流，沿着平坦大道到达全国各
地的市场。

一条路，万水千山，路改变的是
墨脱的命运，也是各族群众的命运。

“下一步，你们的路要怎么走？”
我们问道。

“去年开了党的二十大，今年全
国两会就要召开了，总书记带领我们
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光明的路，我们越走越宽敞。”
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新华社拉萨2月22日电

“光明的路，
我们越走越宽敞！”

2013年起，习近平总书记连续10年出席全国两会，50余次参加团
组审议讨论，面对面听取数百位代表委员发言，留下许多暖心瞬间。今
年全国两会就要召开了，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访了10位代表委员，听他
们讲述同总书记交流的生动场景。说感受、谈变化，大家对新征程充满
信心。即日起，新华社推出融合报道“十年两会·温暖记忆”栏目，今天
推出第一篇《“光明的路，我们越走越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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