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11 月 21 日开始， 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承建的济南至青岛高铁接触网架

设全面铺开， 标志着济青高铁施工建设进入最后一个关键阶段。 济青高铁为国

家 “四纵四横” 太青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计将于 2018 年底建成通车，
投入使用后， 济南至青岛最快一小时即可抵达。

图为 11 月 26 日，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的施工人员在济青高铁临淄北至青州

区间进行接触网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68本图书荣登“中国阅读”推荐榜
本报杭州 11 月 26 日专电 （驻浙记

者蒋萍）2017“中国阅读”图书推荐榜 26
日晚在杭州揭晓，榜单按照《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设置，推出“哲学·宗教”“政治·
军事”“经济·法律 ”“人文·历史·艺术 ”
“文学”“自然科学”“儿童读物”等 7 个子

榜单。 入选图书均为国家出版行政管理

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机构在国内正式出

版、公开发行（包括限国内发行）的中文

版图书。
“中国阅读”图书推荐榜整个评审过

程以图书馆借阅流通量以及图书销售零

售量为基础，从每个子榜单排名前 1000
名的图书中选取 70 种，并组建由人文学

者、作家、媒体评论人、出版专家等组成

的专家组， 通过初评和终评两轮专家组

的选取，最终选出 7 个子榜，共计 68 本

推荐图书。 推荐图书在贴近市民生活的

同时，又具有较高的格调和品位，有着显

著的引导和推广作用。
据介绍，“中国阅读” 项目是由中国

国家图书馆、杭州市委宣传部、上海文汇

报社等共同发起的国家级文化项目，通

过整合图书馆界、 图书销售出版以及相

关专家学者的资源，应用符合市民生活的

方式、 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传播方式，对
一个时间段内的阅读倾向、阅读数据进行

系统的研究、比较，从中分析出市民读者

阅读的习惯、兴趣和需求，提供引导性强、
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图书推荐服务。

有关专家表示， 目前图书出版量逐

年增多，图书种类、数量爆炸式增长，读

者想选择一本适合自己的图书变得日渐

困难。 即使在一个主题相对明确的范围

里，读者也可以通过书店、图书馆、互联

网等渠道，找到几百种，甚至上千种相关

图书， 结果造成读

者很难在有限的时

间内选择到适合自

身的图书， 并获得

较好的 阅 读 效 果 。
“中国阅读”图书推

荐榜可 以 更 迅 速 、
更专业、 更精准地

向广大读者推荐更

适合图书。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360°观察

■本报驻鄂记者 钱忠军
通讯员 李英波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

在迈向“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征程中，上海作为中国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承担着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
家战略，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牢记中国
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初心，弘扬中国共产党人不畏牺
牲、不懈奋斗的精神，把上海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激励新一代共产
党人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核心观点

“三乡”工程带来致富新红利
武汉出台政策鼓励“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助力乡村振兴

武汉市民周丹丹在市郊索河镇梅

池村租赁空闲农房 21 套， 依托自然

村落打造出一 个 以 “普 罗 旺 斯 ” 与

“四季花园” 为主题的香草花田综合

体。 以前在村民眼里 “不能吃， 不能

喝 ” 的 花 花 草 草 ， 让 他 们 挣 到 了

钱———仅今年 1 至 9 月就接待游客近

万人次 ， 70 余户村民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
“市民下乡、 能人回乡、 企业兴

乡” ———武汉出台系列政策鼓励和引

导市民下乡租用农村空闲农房和农地

资源 ， 乡村贤 达 、 社 会 名 人 返 乡 创

业， 企业家到农村投资兴业， 给农民

致富带来新的增长红利。
“三乡”工程受到专家学者点赞：

有助于破解乡村振兴中人才短缺、建

设资金不足、农民增收难的三大难题，
是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

“能人回乡 ”让荒山荒
坡变鸟语花香

田园、 森林、 小河与充满荆楚风

格的传统民居交相辉映， 银杏叶在风

中像金黄色的蝴蝶翩翩起舞。
深秋时节， 武汉市黄陂区杜棠村

木兰花乡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游客，
村民田惠民正在自家一楼开的小超市

里忙着接待客人， 她的脸上挂满笑意：
“以前家里种几亩水稻， 一年 3000 多元

收入， 还没现在开超市一个月挣得多。”
杜堂村葛家湾地处大悟、 红安、 黄

陂三县 （区） 交界处， 荒山荒坡较多，
是有名的贫困村， 过去村民收入主要靠

外出打工。
去年初， 在外打拼多年的葛天才作

为能人被邀请回村， 他投资 2.4 亿元流

转了 2400 多亩荒山荒坡， 将其打造成

“春赏郁金香 、 醉蝶花 ； 夏览绣球花 、
薰衣草； 秋观硫华菊、 向日葵； 冬看风

信子、 凤仙花” 的木兰花乡景区和华中

地区最大的鸟语林。
对全村农房进行古民居建筑风格立

面改造， 村民以空闲房屋入股成立合作

社， 利用 “市民下乡” 政策， 将 77 套

闲置农房租赁给武汉市民投资创业， 共

享厨房、 精品民宿、 农村电商、 文化书

院等项目陆续引进。
木兰花乡景区开园半年来， 吸引游

客 54 万人次， 创旅游综合收入 1.08 亿

元， 村民户均增收 3.1 万元， 空闲农房

户平增收 1 万元以上。 近日， 藏品多达

3000 多种的 “木兰文化博物馆” 开馆。
葛天才请来木兰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叶蔚璋， 并主动腾出自家房子免费

供其在此展示木兰文化。
据介绍， 现在村民除通过闲置房和

宅基地入股，发展农家乐、民俗酒店增加

收入外， 还在景区内打工就业， 曾经凋

敝、人烟稀少的村庄，变得越来越靓丽热

闹， 村民精气神更足， 干劲更大了。
“‘三乡’ 工程为我们新农村创业

者们铺平了道路， 创造了更好的投资环

境。 我计划用 10 年时间， 和乡亲们一

道， 将家乡打造成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景点。” 葛天才说。

系列政策激活“市民下乡”
创新创业梦想

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方式，
成为武汉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探索。 调

查显示，武汉 1902 个行政村中，长期空

闲 农 房 约 11.6 万 套 ， 占 农 房 总 数 的

15.8%， 78.2%农户对 闲 置 农 房 有 出 租

意愿。 在此背景下， 武汉今年在全国率

先引导、 鼓励市民下乡， 租用空闲农房

休闲养老、 创新创业最高能奖补 20 万

元 ： 4 月 ， 出台 “黄金 20 条 ”； 5 月 ，
推 出 “钻 石 10 条 ”； 6 月 ， 提 出 打 好

“四张牌”， 力促能人返乡。 系列优惠政

策， 激活了市民、 能人和企业下乡找寻

田园牧歌的梦想。
本月中旬， 蔡甸区天星村花博汇两

大新项目落地： 亲子游玩项目 “疯狂的

麦咭” 开园， 吸引上万人次游玩； 签署

苏玳杯体育赛事战略合作协议， 花博汇

作为其中一站将着手打造马术小镇。
武汉一企业被引进到天 星 村 流 转

土地 1800 亩打造花博汇 “网红小镇”。
公司租用农房178 栋， 村民旧房子被改

造成法式城堡， 不但吸纳市民、 回乡

能人和企业家 100余人前来从事陶艺、
文创， 还带动周边近500 名农民就近

就业。
“三乡” 工程吸引城市资本进入

农村， 截至今年 10 月底， 武汉全市

签订空闲农房租赁协议 8543 户， 年

租金 1.3 亿元， 吸引社会投资 145.36
亿元， 新增农民收入 17.97 亿元， 对

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达 45.82%， 其

中 271 个贫困村农民增收 2.25 亿元，
对年度贫困户农民收入预计增长贡献

率达到近六成。
日前， 湖北省 “三乡” 工程建设

现场会在武汉 召 开 ， 与 会 者 纷 纷 为

“三乡” 工程带动农民增收、 打造美

丽乡村的做法叫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所长魏后凯表示， “三乡” 工程富裕

了农民、 促进了创业、 美化了环境、
带动了农村文明， 成为解决乡村人才

短缺、 建立促进农民可持续性增收机

制等重难点问题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九大代表、 湖北钟祥湖山

村党委书记郑雄是回乡能人的典型，
他认为， 振兴乡村， 关键在人， “市
民下乡、 能人回乡、 企业兴乡” 能为

农村带去资本、 新的思想观念， 助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给农民致富

带来新的增长红利。
（本报武汉 11 月 26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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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千年的昆明池重获新生
在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大秦

岭的汩汩清泉经沣惠渠流入新建的昆明

池， 干涸了上千年的古老昆明池在沉睡

千年之后，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虽已是初冬时节， 西安市西郊斗门

水库（昆明池）试验段（一期工程七夕公

园）内，仍可见市民踏访的身影。 在汉代

昆明池原址上建起的 2000 多亩地的七

夕公园，开放两个月来，吸引不少游客竞

相光顾。

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此

历史上的昆明池最早开凿于西汉汉

武帝时期， 是古长安城重要的蓄水供水

工程，为我国古代第一大人工湖。除训练

水师外， 昆明池实际上还成了汉长安城

的调蓄水库，并兼有防洪排涝、水产养殖

和观光巡游等作用，唐代以后日渐干涸，
宋时逐渐沦为农田。

之所以叫“七夕公园”，因牛郎织女

传说起源于此， 这里至今仍有汉朝的牛

郎织女雕像、隋朝的木塔寺等历史遗存。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当年修成昆明池后，
在池中刻置石鲸， 在东西两岸各安置了

一尊石像，就是现在民间供奉的牛郎、织
女石像，以象征天河。 2000 多年来，象征

“牛郎”“织女”的石爷、石婆隔着昆明池

遥遥相望。
新建的昆明池·七夕公园占地 2255

亩，其中水面 707 亩、景观绿地 930 亩，
大量融入了七夕和爱情主题， 景观工程

有花田林海、游船码头、荷花湿地、七夕

鹊桥等景观设施。 七夕湖中的 “七夕鹊

桥”长 77 米，共 77 个台阶。 公园中央广

场的“汉武大帝群雕”则正在建设中。

柔性治水打造“生命共同体”
斗门水库（昆明池）项目，是陕西落

实山水林田湖一体化治理和开展 “柔性

治水、系统治水”的重大工程，还是全国

水利发展改革“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
2010 年陕西省实施的 “引汉济渭”

工程，于 2015 年在昆明池旧址建设斗门

水库，以完善关中水系、优化生态环境、
造福三秦百姓。 斗门水库（昆明池）项目

共有六大功能板块，按照“系统治水、柔

性治水”理念规划“南北湖”形制。
据陕西省水利厅介绍， 这是一座三

等中型水库，设计采用内外湖布局、双水

源引水，兼具水源地和防洪两个功能。库
区总面积 10.4 平方公里， 总库容 4600
万立方米，库周总长 14.76 公里。 通过实

施“山水林田湖”柔性治水，打造“生命共

同体”，最终将形成“一池、两湖、三带”。
据了解， 斗门水库为一座水资源综

合利用的平原水库， 是西安水系联通的

重要枢纽， 为陕西的生态文明建设探索

出了一条路径。 该项目在满足西咸新区

200 万人饮水的基础上， 兼顾了沣河分

洪、蓄洪和滞洪功能，将会对大西安水系

治理、涵养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旅
游休闲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按照规划，南湖 3.5 平方公里，规划

为饮用水源地，水源来自“引汉济渭”输

配水工程南干线，形成 2400 万立方米的

库容，每年可实现生态补给水量约 1100
万立方米；北湖 7 平方公里，水源来自沣

河洪水及城市雨洪，形成 2200 万立方米

的库容，承担防洪、水源地保护、景观生

态用水及保护古昆明池历史遗 存 的 任

务。通过与其他水系连通，既可以防洪防

汛，调蓄水资源，又可与长安水系湖泊相

连，织罗水网，恢复生态。 到 2020 年底，
这里将全面完成水库主体工程、 景观工

程及周边路网建设；同时，“引汉济渭”工
程竣工后，万亩昆明池盛景将重现西安。

（本报西安 11 月 26 日专电）

《胡同范儿》描摹老北京世俗画卷
本报北京 11 月 26 日专电 （驻京记

者周渊）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 四合

院是北京文化的魂。 日前， 北京作家刘

一达携新作 《胡同范儿》 做客言几又书

店， 讲述创作历程的同时， 也带领读者

在浓浓人情的 “胡同范儿” 里， 咂摸醇

厚朴实的北京味儿。
从小“泡”在北京胡同里的刘一达，

对京味儿有着深刻的理解， 也为写作带

来了丰富滋养。何为胡同的“范儿”？刘一

达介绍， 据考证，“胡同” 一词产生于元

代， 这意味着北京人已在胡同里生活了

800 多年。 “800 多年积累下的胡同文化

深沉、 厚重， 使得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范儿’。这个‘范儿’体现在各个方面，既
是醇厚的京腔京韵， 也是老北京胡同居

民的大气、厚道、局气。 ”

《胡同范儿》 一书中收入了刘一达

20 余篇散文作品 ， “捡煤核儿 ” “拉

脏土” “老炮儿” 以及 “跑大棚” 等胡

同传统与风俗跃然纸上， 他用原汁原味

的京味儿语言、 醇厚而细腻的笔触， 描

摹了一幅上世纪中后期老北京胡同大院

里的百姓世俗画卷。
“胡同是文化的承载者， 也是京城

历史的见证者， 没有胡同就不可能有北

京文化。” 刘一达说， 他记忆中的胡同

光影 ，是 “浓浓的人情味儿冲淡了穷日

子的苦味儿 ， 不 紧 不 慢 的 生 活 节 奏 与

幽静 ， 让胡同人享受到安闲与自在 ”。
这也成了他写作的初衷， 即以自己的亲

身见闻和历久弥新的记忆印痕留住胡同

记忆， 与年轻人分享一些他们不熟悉的

往事。

济南至青岛最快一小时可抵达

济青高铁预计 2018 年底建成通车

在汉代昆明池原址上建起的昆明池·七夕公园向游客开放。 图/视觉中国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红色文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系列评论之一

徐建刚

10 月 31 日，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

闭幕后仅一周，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专程从北京前往

上海和浙江嘉兴， 瞻仰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回顾建党

历史， 重温入党誓词， 宣示新一届党

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向全

党发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

奋斗” 的伟大号召， 对全党和上海全

体党员来说， 这是一堂生动的党课教

育， 是一场震撼心灵的精神洗礼， 激

励上海广大党员和全体人民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

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 永

远奋斗。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是

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光辉历程的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把一大会址比喻

为 “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是我们

党的根脉，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

征， 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 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教导， 对我们进一步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具有特别重要的

现实意义。

许多光辉的“第一”注解
“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

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中， 上

海始终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留下了丰

富的红色资源 ， 是中国革命的 圣 地 之

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

党一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其中

就有三次在上海召开 ， 分别是 中 共 一

大 、 中共二大和中共四大 。 此外 ， 从

1921 年 7 月 中 国 共 产 党 正 式 成 立 到

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

江西革命根据地， 这 12 年间， 中共中

央领导机关除三次短暂迁离外， 一直都

设在上海， 上海是中国革命早期的指挥

中心 。 毛泽东 、 周恩来 、 刘少 奇 、 朱

德、 邓小平、 陈云等党的早期领导人，
都曾在上海工作战斗、 领导中国革命，
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彭湃、 罗亦农、 林

育南、 陈延年、 陈乔年等无数革命先烈

牺牲在上海的热土上。 据统计， 上海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革命遗址遗迹

共有 450 多处， 现存 440 处， 作为中共

中央早期的所在地， 中共中央早期在上

海的各类机关旧址， 包括中共一大、 二

大、 四大会址在内， 有确切地点可以认

定的就有 30 余处。 如， 早期中共中央

局和政治局机关办公联络点旧址、 中共

中央所属各部委办公地旧址 （如中央军

委、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秘

书处、 中央特科旧址等）、 中共中央直

属各部门的办公地旧址 （如印刷所、 秘

密电台 、 编辑部 、 出版发行机 构 旧 址

等）、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处旧址

等多处重要遗址。 这些革命遗址遗迹，
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许多 光 辉 的

“第一”： 成立一个名为 “中国共产党”
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 创办第一份党刊———
《共产党 》， 发 表 第 一 份 政 治 宣 言———
《中国共产党宣言》， 建立第一个社会主

义青年团组织， 成立第一个青年干部培

训学校， 创办第一份团的机关刊物， 建

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临时中央

局， 创办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 成立第一

个工会组织， 出版第一份工人刊物， 创办

第一所工人学校， 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创办

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创办第一

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 第一次提

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次提出构建民

主共和国的蓝图， 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

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思想， 制定第一

部章程———《中国共产党党章》， 第一次提

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第一次明确把支部

作为党的基层组织 ， 等等 。 这一连串的

“第一”，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孕育

到诞生 、 发展 、 壮 大 的 历 程 。 1949 年 5
月 29 日， 毛泽东在亲自修改审定的新华

社社论 《祝上海解放 》 中 ， 把上海称作

“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在

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

红色资源是上海城市文
脉和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上海的红色资源， 生动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在上海领导的一系列重大革命斗争，

走过的风 雨 历 程 ， 揭 示 了 中 国 革 命

道路的曲折和艰辛， 见证了无数中国

共产党人 为 民 族 独 立 和 解 放 、 为 人

民幸福前仆后继、 英勇奋斗的牺牲，
是上海城市的文脉， 是最为珍贵的精

神财富。
走 得 再 远 ， 不 能 忘 记 为 什 么 出

发， 成就再辉煌， 也不能忘记曾经的

奋斗和牺牲。 习近平总书记把我们党

的历史比作 “教科书 ” “营养 剂 ”：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对我们共产

党人来说，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

养剂。 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 心中就

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他多次强调指

出，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号

召，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守护好、 建设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家园， 宣传好、 弘扬好中国共产党人

的奋斗精神， 传承好、 发扬好中国共

产党的红色基因， 是上海这座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城市的神圣使命。 在迈向

“两个一百年 ” 宏伟目标的征 程 中 ，
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承担着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

大国家战略，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

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牢记中国共产党

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初心，弘扬中

国共产党人不畏牺牲、 不懈奋斗的精

神， 把上海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激励新

一代共产党人传承、 弘扬党的光荣传

统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 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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