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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乡愁要留下来，更要活起来
江山舞

1 月 26 日 ， 良渚古城遗址正式申

报世界遗产。 这是杭州继西湖、 大运河

杭州段之后申报的第三处世界遗产， 为

杭州建设独特韵味、 别样精彩的世界名

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也 为 中 国

5000 年文明史提供独特的见证。

展示城市变迁的 “历史链
条”，增加城市发展的文化厚度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良渚文化

与殷墟文化、河姆渡文化一样，承载着悠

久的文明，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

恒魅力，是见证城市变迁的“历史年轮”，
是彰显城市个性的“遗传密码”，是树立

城市自信的“金色名片”，也是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与许多历史文化

名城一样， 杭州的独特魅力首先来自于

世代匠心营造，来自于历史文化的保护，
来自于江南韵味的传承。值得注意的是，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有的城市盲目

追求城市物质环境的现代化， 抹杀历史

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甚至把文化遗产

视为发展的“包袱”和负担，一拆了之，造
成“千城一面”和文化“同质化”，让人迷

失在钢筋水泥的丛林 ，“找不到回家的

路”。 在新时代，每一座城市都要有强烈

的责任担当，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

史文化遗产， 努力使城市的历史古韵与

时代新风相得益彰、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明交相辉映。
城市要让人记得住乡愁， 必须坚持

“保护第一、 应保尽保” 的理念。 城市

之美， 美在历史记忆， 美在文化遗产。
城市是一个有机体、 生命体， 经过千百

年的历史积淀， 形成的文化遗产蔚为大

观， 不仅包含各类物质文化遗产， 还包

括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仅包

含已列入各级文保单位的文物， 还包括

更多未能登记到文保名录中的遗产。 近

年来， 国内外文化遗产学界对 “文化遗

产” 内涵和外延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在

“历史 、 艺术和科学价值 ” 的基础上 ，
将 “社会价值” 和 “文化价值” 也作为

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 这对拓展文化遗

产保护的范畴具有重要意义。 那些貌不

惊人的老街老巷、 古树古宅， 留存着许

多人的童年记忆， 传递着城市的永恒温

度。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要坚持 “有
机更新” 的理念和 “保老城、 建新城”
的思路， 对各类文化遗产应保尽保， 形

成 “点-线-面-城” 多层次、 全方位的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保护好历史的

真实性 、 风貌的完整性 、 生活 的 延 续

性 、 文化的可识别性 ， 展示城市变迁的

“历史链条”， 增加城市发展的文化厚度。
城市要让生活更美好， 要积极保护、

合理利用文化遗产。 静态、 封闭的保护既

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也不是科学的

保护方法。 近年来， 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关于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议书》， 还

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关于维护与管理

历史城镇与城区的瓦莱塔原则》， 都倡导

基于城市 “活态的发展”， 探索今世后代

的需要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可持续

平衡。 《威尼斯宪章》 指出， 为社会公用

之目的使用古迹永远有利于古迹保护。 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 要坚持 “积极保护” 理

念， 把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 与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统一起来， 与城乡建设

和环境改善统一起来， 与提高人民群众生

活品质统一起来， 形成保护与利用的良性

循环， 带动全社会更加积极、 广泛地参与

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

与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相结
合，激活历史文化遗产生命力

破解城市发 展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的 问

题，要注重对文化遗产的科学传承、创新

发展。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历史文化

遗产跨越了古今时空， 是一座城市的集

体记忆和精神标识，深入挖掘、科学传承

其文化内涵，我们责无旁贷。传承不等于

“僵化固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

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文化

内涵，只有不断进行创新发展，与现代和

未来发展需要相结合， 与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结合， 才能

激活其生命力， 不断铸就文化进步新辉

煌。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新科

技应用的日新月异， 历史文化遗产的文

化内涵也将进一步释放新活力， 拓展转

化模式， 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精神生活需要。
历史文化遗产记录着城市各个时代

的生活和精神要素，保存着城市的生命信

息。 只有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和传承，守望城市历史年轮，存续城市“遗
传密码”，才能留下城市“DNA”，延续城

市文脉，增强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竞争力，
让城市因“历史记忆”而厚重，因“地域特

色”而美丽，因“民族特点”而永恒。
（作者为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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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生病住院治疗， 有子女陪在身边照顾， 无

疑会让老人更加欣慰。 但长期以来， 对于许多独生

子女而言， 父母年迈生病时， 在照料时间的安排上

是 个 大 难 题 。 日 前 ， 从 全 国 老 龄 办 2017 年 全 国

“十大老龄新闻” 发布会上传来消息称， 已有 8 个

省 （区市） 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

人护理假制度， 民间呼声正逐步转化为地方性法律

法规。

假期一般不超过20天
截至 2017 年年底， 建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

护理假制度的省 （区市 ） 包括黑龙江 、 福建 、 河

南、 湖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从 8 地的立法情况来看， 护理假的假期一般都

不超过 20 天。 例如， 《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 中明确， 独生子女护理假为每年累计不超过

10 天；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 独

生子女护理假为每年累计不超过 20 天。 大多数地

区的假期设有上限， 而 《湖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办法》 设定的是下限， 其

中规定给予赡养人、 扶养人每年累计不少于 10 天

的护理时间； 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少于 15 天。
“独生子女” “老人患病住院”， 一般也作为

地方法规中的明确要求 。 多地规定 “独生子女家

庭”， 海南规定 “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家庭的

老年人”， 《黑龙江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规定，
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 子女所在单位应当给予其陪

护假， 独生子女的陪护假每年累计 20 天， 非独生

子女的陪护假每年累计 10 天。
除了湖北等地将 “老人” 的限制放宽至 “失能

或者患病住院老年人”， 其他地区多将 “患病住院”
作为硬性要求， 广西等地还加上了 “老人需年满

60 周岁” 的规定。

“带薪陪床”值得点赞但落实难

在地方法规中 ， 有一点基本上都作了突出强

调———享受护理假期间 ， 工资待遇不变 ， 也就是

说， “带薪陪床”。
各地对此的阐述方式略有不同 ， 有的将享受

护理假视为出勤； 有的明确规定不得扣减工资奖

金。 福建版的地方法规还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规定有关机构或组织不支付独生子女护理期间享

有工资福利待遇的 ， 由人社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

给付。 如果用人单位违反该规定 ， 可对该单位处

以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 违法的用

人单位将会被列为工资支付行为失信单位 ， 该单

位将被重点监管。 严重失信的用人单位 ， 会纳入

人社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拖欠工资的 “黑名单 ”，
其在招投标、 市场准入、 融资授信等方面都会受到

约束。
立法规定 “带薪陪床”， 是否有必要向全国推广？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与人口学院教授姜向群看来， 这体现了对老人的关怀， 是值得向全国推广的

好事， 但将来可能会面临落实难的问题。
“现在， 一般的休假制度都没有完全落实， 像护理假这种 ‘特殊福利’，

更难落实。 毕竟， 用人企业是经济单位， 休假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经济负担，
甚至有些企业宁愿给经济补偿也不乐意让员工休假。 政府此时应配套制定奖

惩措施， 尊重了规定， 政府能否给企业一定的补偿， 比如税收红包或者诚信

提升， 给予正面的引导； 违反了规定， 相关的惩戒能否真正实现， 都是问

题。” 姜向群说， “与此同时， 当今的独生子女在职场上面临着残酷的竞争

压力， 他们也不愿因为休假得罪单位。 所以， 在多部门的保障到来之前， 实

现 ‘带薪陪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姜向群表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 空巢老人在我国家庭中占据了很大的比

例， 子女工作太忙， 农村里中青年人员流动， 城市中子女出国， 这些因素都

可能造成子女与老人两处、 两地甚至两国生活。 因此， 在独生子女时代， 借

鉴发达国家经验， 有能力的家庭也可以选择请保姆、 买保险等多元化的养老

方式， 在子女能力不及之时， 解决老人的陪护困境。

法律手段也可以是一种宣传教化

近年来，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逐步进入老年人行列， 独生子女如何

照顾父母成为社会性难题， 引起各个层面的重视。 除了护理假， “常回家看

看”、 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 拒绝 “啃老” 等呼声， 也逐步在国家和地

方立法中得到体现。
对此， 有专家表示， 养老在中国是一个道德问题， 不应该简单靠法律细

化来解决。 比如 “常回家看看” 如果规定频率， 而有些子女和老人矛盾本来

已很大， 回去只会增添更多的不愉快； 有些赡养协议， 使原本和睦的关系也

变得别扭； 有些赡养诉讼即便老人赢了， 当看望老人成为强迫， 感情只会雪

上加霜。
究竟应该以德治孝， 还是依法治孝？ 姜向群认为， 从传统的角度去理

解， 对于子女来说， 老人辛苦大半辈子养育儿女， 子女应当履行赡养的责

任， 养老是一个道德问题。 一般的矛盾都可以看成家务事， 通过道德教化来

解决。 目前来看， 无论是护理假， 还是 “常回家看看”， 都是倡导性的法律，
不具惩戒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不需要惩戒性的法律手段， 在社会转型之时，
对于养老问题中的一些极端个案， 道德教化可能根本不起作用。 作为孝道最

后一道防线的法律惩戒手段理应走上前台， 这种惩戒对周围的人来说， 也不

失为一种宣传教化。

富平发现现存最早唐墓山水屏风壁画
陕西考古专家对唐高祖曾孙李道坚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本报西安 2 月 5 日专电 （驻陕记

者韩宏）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通

报，该院考古专家去年对陕西省渭南市

富平县的唐代墓葬———李道坚墓进行

了抢救性发掘， 发现该墓墓室内的壁

画内容丰富， 题材独特， 其中的山水

屏风壁画为目前发现的唐代纪年墓中

最早的山水屏风壁画。
李道坚墓位于富平县西南城关镇

新 庄 村 道 理 组 ， 属 唐 高 祖 李 渊 陵

墓———献陵的陪葬墓， 处于献陵东北

约 2 公里处。 该墓曾多次被盗。 1994
年 ， 当地文物部门曾做过初步 调 查 ，
将该墓命名为富平朱家道村壁画唐墓，
发表的相关资料被研究唐墓壁画的学

者多次引用。 由于被盗严重， 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去年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
截至目前， 墓葬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已

经结束， 对墓葬周边遗迹的勘探及墓

葬壁画的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中。
李道坚墓为一座长斜坡墓道单室

砖墓。 墓室地面封土已经被破坏， 残

存部分直径约 3 米 ， 高约 1.5 米 。 因

多次被盗， 该墓陪葬品已经基本不存，
仅在第二天井下壁龛内出土一批陶俑，
其中有较多的骆驼俑。 另外在甬道口

出土墓志一盒。
根据墓志释读，墓主李道坚为唐高

祖李渊的曾孙。 据史料记载，李道坚的

祖父为鲁王李灵夔，父亲为范阳郡王李

蔼。 据史料记载，李灵夔“少有美誉，善
音律 ，好学问 ，工草隶 ”，李蔼 “艺辍多

材，慈深善诲，蔼夙奉趋庭之训，早擅临

池之工”，二人均有一定艺术造诣，但都

死于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中。而李道

坚“严有礼法，闺门肃如也……州据水

陆都会，前后刺史多渎利，唯道坚以清

毅称”，曾在多个地方任州刺史。州刺史

是权力较大的岗位，很多人入职后都会

给自己谋利， 但李道坚却坚守原则，清
廉奉公。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

蒙介绍， 李道坚墓壁画虽经多次被盗

及水浸， 部分壁画脱落， 但残余内容

仍十分丰富， 墓道内有昆仑奴、 侍从、
羽人驭青龙及白虎等， 墓室内部东壁

为乐舞图， 北壁有双鹤屏风、 昆仑奴

牵牛屏风； 西壁为六扇山水屏风； 南

壁有卧狮屏风。
专家研究证实， 这座墓葬壁画内

容丰富， 题材独特， 其中西壁的山水

屏风壁画， 为目前发现的唐代纪年墓

中最早的山水屏风壁画。 而墓志的出

土对墓葬的时代有了明确的认识。 专

家希望通过考古、 文保、 艺术史、 美

术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手段， 对该墓

展现的唐代政治、 艺术、 文化等多方

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据介绍， 去年以来， 该院对李道

坚墓壁画开展了现场科学调查与保护，
目的在于利用科技手段解答考古问题，
同时在保护中发现、 探索新问题， 将

壁画的科学调查、 保护、 考古研究融

为一体， 探索墓葬壁画资料提取与科

学保护的工作流程。 现场调查保护工

作主要包括环境监测、 信息采集、 材

质分析、 病害调查及临时保护处理。
初步调查研究发现， 该壁画的主

要颜料为矿物颜料， 部分区域发现了

较为微弱的荧光反应， 可能与有机材

料的使用有关， 制作工艺为唐代壁画

常见的麦草泥加白灰层的制作 方 法 。
由于墓葬被多次盗掘， 以及受地下水

的影响， 壁画的病害种类较多， 主要

包括大面积的错位、 开裂、 起甲、 空

鼓等。 文保专家在考古现场对壁画的

上述病害进行了及时的保护处理， 稳

定错位层， 加固空鼓壁画， 回贴开裂、
起翘壁画， 对酥粉壁画进行加固， 使

壁画处于稳定状况。 最后， 对脱落的

残块以及环境样品进行采集， 用于后

续分析研究。
在发掘现场进行的这些调查保护

工作 ， 对壁画进行全面的信息 提 取 ，
满足了后续研究成果深化和完整资料

存储的需求 ， 同时为制定更加 准 确 、
有利于实验室科学复原的保护性揭取

方案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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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记录着城市各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要素，保存
着城市的生命信息。只有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守望城市历史年轮，存续城市“遗传密码”，才能留下城市“DNA”，
延续城市文脉，增强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竞争力，让城市因“历史
记忆”而厚重，因“地域特色”而美丽，因“民族特点”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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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４６９９１．１亿元
规模有望连续４年保持全球第二，７年来出口增速首次高于进口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５ 日电 （记者于佳
欣）商务部 ５ 日发布了 ２０１７ 年我国服务

进出口成绩单： 去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

额 ４６９９１．１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增 长

６．８％，服务进出口规模有望连续 ４ 年保

持全球第二。
在这份成绩单中， 亮点频现：２０１７

年我国服务出口增幅达 １０．６％，是 ２０１１
年以来出口的最高增速， 比进口高 ５．５
个百分点， 为 ７ 年来我国服务出口增速

首次高于进口。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制造能力

向生产性服务能力的逐步扩展， 专业服

务领域竞争力逐步提升，加上以技术、品

牌、 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兴服务优势

不断显现 ， 因此服务出口增速 显 著 提

升。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说。
不仅如此， 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也

进一步优化。２０１７年，我国新兴服务进出

口１４６００．１亿元，增长１１．１％，高于整体增

速４．３个百分点；而旅行、运输和建筑等

三大传统服务占比下降１．１个百分点。
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平

稳较快发展， 高质量发展特征逐步显现。
商务部数据显示，五年来，我国服务贸易

额年均增长１０％， 服务进出口规模跃居

世界第二， 新兴服务出口占服务总出口

的比重接近５０％， 比２０１２年提高近１３个

百分点。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提升至

１４．５％，比２０１２年提高了３．４个百分点。
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

支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国务院在上海、深圳

等 １０ 省市和 ５ 个国家级新区开展为期

２ 年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商务部

会同各部门各地方继续落实服务贸易发

展的相关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政
策效应进一步显现。日前，我国还设立了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 为服贸发

展更好地提供金融支持。
尽管我国服务贸易增速较快， 但是

相比货物贸易， 在对外贸易中占比依然

较低，而且服务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发展

潜力巨大。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服务进

出口总额将超过 １ 万亿美元， 服务贸易

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服务贸

易的全球占比逐年提高。
“服务贸易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也是构建现代经济产业体系

的重要内容，具有国际竞争力、高端、现

代的服务产业， 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

贸研究所所长李俊说， 未来要努力优化

服务贸易结构，以制造业“走出去”带动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加大与 “一带一

路”沿线的服贸合作，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不断迈上新台阶。

墓室西壁的山水屏风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