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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连 5
月 18 日电(记者蔡
拥军、白涌泉)5 月
的大连，青山萦翠，
碧海流云。这是显
示大连市近年来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的
生动景象，抢蓝天、
还碧水、抓生态，大
连人为之自豪。

铆住“天

常蓝”精准施

策

5 月 17 日，雨
歇，雾散，蓝天重
现，白云复显。18
日一早，晴空如碧，
极目无云。

雨后蓝天最透
最亮，但出现在朋
友圈里的蓝天图片
并不很多。不像前
几年，哪天天很蓝，
大家就都惊喜异常
纷纷“晒”。——— 去
年，大连全年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00 天，比 2015 年
足足多了一个月，
人们渐渐习惯了，
没了惊喜。

空气质量的大
幅提升，得益于大
连市的“控煤、控
车、控工业源、控
尘、调结构”五大举
措综合施治。

控煤：过去两
年，取缔 10 吨以下
燃煤小锅炉 1912
台，提标改造 20 吨
以上燃煤锅炉 918
台 ，两 年 减 少 约
19 . 55万吨煤炭消
费量，减少二氧化
硫排放 1 . 2 5 万
吨，减少烟粉尘排

放 0 . 93万吨。
控车：两年累计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辆

66460 台，自 2016 年起新增公交车全部实现电
动化，到去年底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达 2720
台，清洁能源车辆比例达 72%，全市公共交通
出行比例近 70%。

控工业源，深化工业企业环境监管；控尘，
加大扬尘整治力度；调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培育发展低能耗、低污染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

五措并举，铆住“天常蓝”目标，使“高颜值
好气质”正逐渐成为大连空气质量的常态。

全方位“治水”去臭还清

18 日上午，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街道汇泉
桥北侧健身小广场内，三五个孩子在大人陪同
下戏耍、骑车，凉亭里有人在练习萨克斯，亭外
有人在打陀螺。

“以前这里都没人，臭味很大。”小广场北侧
停车场值守人员迟明刚说，近旁的泉水河过去
异味随风飘，去年治理之后变好了，现在晚上出
来玩的人多了。

大连市排水处副处长李刚说，去年市内泉
水河、春柳河等 6 条 8 段黑臭水体被治理，年底
全部完成，以后还将建设沿河景观带，还居民以
“水清岸绿”。

《大连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 年出
台，明确了 34 个部门和单位的工作职责和任务
分工，打响了修复生态、重塑自然的攻坚战，全
方位治水效果显著。

大连市共有 13 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去年一举关停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内 61 家
企业，滨岸带恢复、污染风险防范等工作有序进
行，13 处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水质信息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去年，大连碧流河、英那河、庄河、复州河、登
沙河、大沙河等 6条主要河流 7个国考断面全部
达标，向主城区供水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英那
河水库和碧流河水库)水质达标率为 100%。

建章立制，重考核问责

党内严重警告、免职，这是大连金普新区环
保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
作中失职失责受到的处理。大连市委今年 4 月
公开通报的这起案例，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大连
市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力度。

大连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与各区市县党委、
政府领导共同签署年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属地生态环
保责任，使环保压力层层传递、责任层层落实，
推动老百姓关注的突出环境问题的解决。

大连市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了 39种追
责情形，给“关键少数”敲警钟、划红线。用《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生态文明建设考
核目标体系》等文件，建立了完善的考核、问责
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纳入党政
领导干部评价考核体系，让生态责任落实成为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必考题。

大连市还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生态文明
建设制度体系，务求长效。这个市 2016 年 6 月
就出台了《关于加快绿色发展提升环境品质的
意见》，去年以来更密集出台《推进资源环境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实施方案》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7-2020 年)》《绿色发展
指标体系》等一系列文件，夯实制度支撑。

山体青葱、水体清澈、空气清新，为了达到
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大连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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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5 月 18 日电(记者张紫赟、杨丁
淼)被称之为“露天博物馆”的安徽蚌埠古民居博
览园，因抢救、复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450 栋古民
居，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备受社会各界关
注。记者走访发现，随着文物保护政策的完善与创
新，越来越多古民居得到原址保护与活化利用，那
些濒临毁灭、无法原址保护的古民居，也借易地重
建“留住乡愁”。

从“修不起”到“有收入”，实现

“可持续保护”

安徽省岳西县的响肠古村落建筑兼具皖西南
徽派、江西围屋、北方大院特征。在建于明清时期
的响肠老街上，吴传根家的老宅一度破旧至漏雨，
动辄数万元的维修费让他压根没想过修，“多亏政
府的古村落保护工程才修好，留下了青砖墙，守住
了老屋。”

今年 63岁的安徽宏村镇汪兆林亦有同感。他
是宏村人，在宏村景区经营民宿已有 18 年，谈起
这个以徽派建筑闻名世界的景区，便滔滔不绝。
“老宅子倒塌的情况基本没有了。有修缮资金支持，
还有景区收入分红，老百姓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安徽省古民居主要分布在皖南、皖西山区，其
中皖南古民居最为典型，是全国七大民居之一，现
存 8000 多处。近年来，有关古民居保护的政府资
金投入逐年增多，仅宏村所在的黄山市，自 2014
年启动实施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工程，已累计完
成投资 27 . 48 亿元。

为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可持续保护机
制，安徽省还创新探索了古建筑认领、认租和认购
的保护方式。“仅在歙县，社会资金已认领、认租和
认购 80 余幢古民居，明确了保护主体，缓解了私
有产权民居保护资金不足难题。”黄山市歙县文物
局副局长黄水山说，这种保护利用过程受到全程
监督。

“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村民堆放杂
物的破旧宗祠，现在成了博物馆。”站在安徽省黟
县龙江村古典家具博物馆内，看着来往游客，龙江
村党总支书记江辉笑着说。

这座博物馆是一处有 200 余年历史的叶氏宗
祠，也是集体所有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曾因年久
失修，一度成为濒临倒塌的危房。“五六年前，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还不足 10万元，不是不想修，是修
不起。”江辉说，得益于古民居“委托管理”模式，

2013 年引入社会力量投资 300 余万元，才得以
抢救性修缮利用，被打造成古典家具博物馆，在
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利用。

江辉口中的“委托管理”模式，是黟县为引
导社会力量所探索的古民居保护办法，在保持
产权不变前提下，由镇村与使用人签订文物保
护利用的相关协议。由使用人出资修缮保护，
“活化”利用，给予古民居产权人一定使用费。

从“无处安放”到“有家可归”，

易地保护探新路

“在世界上，古民居保护都是一个难题”，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冯
骥才介绍说，瑞典、荷兰和瑞士等欧洲国家曾创
造性地采用“露天博物馆”形式，将散落在城乡
典型、濒危、无法在原地保护的各类历史民居，
进行科学和严格的集中保护。

这种创新形式正在国内“显露身影”。在安
徽蚌埠古民居博览园内，红砖古厝、檐角飞
翘，一座极具闽南特色的老宅矗立其中。这座
老宅来自福建省石狮市，2013 年因城区改
造，面临拆迁带来的“消失”风险。年近古稀的

蔡清泉至今还记得，2013 年当得知要拆迁有
数百年历史的老宅时，伯母洪兴志从焦躁不
安到越来越久的沉默。

得知这一消息后，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
常委马国湘连夜安排团队赶赴福建石狮，征得
房屋主人同意后，请来老匠人进行了保护性拆
除，再将房屋构件，一车车运往蚌埠的修复仓
库，修复后再在古民居博览园里将其“复活”。

如今，已有 450 栋全国各地濒危、面临拆
迁、无法在原地保护的古民居，在这座“露天博
物馆”内得到修复、重建，再现光彩。来自宁波的
阮社“酒弄堂”也是其中一座。在老宅重建的奠
基仪式上，房屋主人、酿酒传人章毓本流下了眼
泪，“差点因城市改造消失了，没想到在这里安
了家。几百年的老宅，算是抢救下来了。”

在徽派古民居集聚的黟县，针对那些零星
偏僻、濒临倒塌古建筑，也在针对性采用易地保
护模式，由使用人收集、修复部分古建筑构件，
通过在某个区域重新规划布局，适当添建部分
仿古建筑，集中重建利用。目前已完成 40 余幢
古建筑的重建保护利用。

在探索保护新路同时，监管红线越收越
紧。安徽省近年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徽派建筑

特色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意见》《安徽省皖南古民
居保护条例》等系列规范文件，将徽派建筑特色
保护与传承工作纳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考核
评价的内容，并严格控制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区划
内各类建设活动，为依法保护古民居提供了更多
依据。

留住乡愁，需要继续答好“保护”

与“发展”的时代考题

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
任阮仪三看来，古民居等古建筑蕴藏着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是不可再生的记忆活体。随着城镇
化速度加快，如何保护好这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
“乡愁”，需要继续答好“保护”与“发展”的时代考
题。

黄山市城建设计院院长陈继腾建议，尽快
对古民居摸清家底，造册归档，分类保护。

记者走访发现，与皖南较为成熟的古民居
保护利用经验相比，皖西大别山和皖中江淮之
间的古民居因分布较散，且地处偏僻贫困地
区，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安徽省文化厅博物馆
处处长钟向群建议，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出
台有关优惠政策，理顺产权关系，引导和吸引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弥补政府投资的不
足。

在徽州从事古建筑修复工作的杨元有着自己
的担忧，“徒弟越来越难招，未来谁来修复老宅子？”
正参与“拯救老屋行动”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
书长詹长法认为，随着古民居保护日益受到重视，
在充分发挥老匠人“传、帮、带”作用的同时，可将古
建筑行业人才培养纳入现有技能人才培训政策，
并鼓励有人才需求的古建公司与高校探索联合培
养模式。

此外，阮仪三建议，合理利用保护下来的古
民居，经过维修和整理，拓展功能，延长寿命，“留
住乡愁，保护是第一步，要让古民居说话、把历史
智慧告诉今人。”

当古民居遇上城镇化，如何留住乡愁

新华社长春 5 月 17 日电(记者高楠、张博文)
在中朝俄三国交界的吉林省珲春市，一处建筑面
积 3 . 5万平方米、投资 4 . 6 亿元的红色文化民俗
博物馆成为这座旅游城市的新地标，吸引着当地
市民和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当记者见到馆长夏喜成时，他正与员工们筹备
着 5月 18日国际博物馆日的免费开放日活动。

干练、爽朗、有活力，这是 68岁的馆长夏喜成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我心里一直对红色文化有着
特殊的情结，这也是创办这家博物馆的初衷。”夏
喜成说。
夏喜成早年在家乡辽宁打拼，积累了可观的

资本。2010 年，花甲之年的夏喜成踏着吉林延边
州开发开放的浪潮，来到珲春创业。经营宾馆、种
植林下参、成立传媒公司，敢想敢干的夏喜成把事
业做得风生水起。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在珲春创业的 8
年间，夏喜成走遍了延边州大大小小的革命遗址，

搜集千余件革命历史文物。2017 年的“八一”建
军节，珲春市红色文化民俗博物馆正式开馆，
14 万余件展品几乎都是夏喜成几十年来的收
藏。

博物馆还是青少年历史教育基地，自开馆以
来，对军人、学生、烈士亲属免费开放。即使在入
不敷出的运营状态下，夏喜成依然坚持开门迎
客，让更多的人来此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民营企业家好当，民营博物馆不好建。“他
们都说我是个‘不务正业’的商人，快 70岁了花
光大半积蓄建了一个收效慢、周期长的博物馆。
但我不后悔，老一辈革命先烈的奉献精神不能
被遗忘。”夏喜成说。

“我国是文物大国，有大量文物遗落在民
间，这就需要民营博物馆发挥作用。如今，国家
越来越重视民营博物馆，民营博物馆以后一定
会越来越多，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真正做
到文化自信。”夏喜成说。

自费开办博物馆

红色情怀永不忘

新华社“探索一号”5 月 18 日电(记者张建
松)浩瀚南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近一周
来，有一条红白相间、身手不凡的“深海鱼”，每天
出没，从海底采回丰富的科学样品。

这条勤劳的“深海鱼”，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4500 米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正在执行我国
“南海深部计划”西沙深潜航次任务。这是它今年
正式投入试验性应用的第三个航段。

“深海勇士”号是在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由
国内近百家单位共同研制的，先后突破总体设计
与优化、大厚度钛合金载人舱设计制造、大深度
浮力材料、低噪声深海推力器等一系列关键技
术。是“蛟龙”号之后，我国深海装备又一国产重
器。

遨游南海，探冷泉，爬海山，访沉没珊瑚礁，
“深海勇士”号状态稳定、身手矫健、精力充沛。一
天一个潜次，每次长达八九个小时，有时晚上加
班，丝毫不见倦怠。

每天早上，从“探索一号”科考母船出发之前，
当天潜航员都要进入“深海勇士”号载人舱，对它
进行全流程的通电例行“体检”。测试操作系统、生
命支持系统、观通系统、电池系统、照明、摄像、液
压、机械手等设备功能是否正常，指标多达 80 多
项。

测试结束后，轨道车承载着浑圆的流线型“深
海勇士”号，缓缓驶出机库，来到后甲板。潜器支持
人员从一侧的梯子上，放下廊桥，来到潜器顶部，
安装好拖曳缆绳和载人舱出口保护套之后，助理
潜航员和科学家就从廊桥进入载人舱。

人员进舱后，潜器支持人员将出口保护套
取出来，关闭舱门。高大的“探索一号”船尾 A
架，放下导接口与潜器连接，缓缓起吊，再外摆
入海。乘坐橡皮艇等待在海面上的蛙人，爬到潜

器顶部，进行脱钩和解缆。
随后，“深海勇士”号就开始遨游南海。它在

海底的一举一动，在母船的水面监控系统上，都
一目了然。除了自动读取各项数据，每隔 15 分

钟，潜航员还需手动发送声学信息，报告潜器和
人员状态；每下潜 500 米，也需向母船报告。在离
目标海底 40 米左右，抛载第一组压载铁，悬浮在
海底上方，一边行走一边考察，并依靠两只灵活
的机械手，从海底采样。

停泊在海面上的“探索一号”，则根据潜器行
进的路线，随时调整船位。每天黄昏，当“深海勇
士”号抛载第二组压载铁浮出海面的时候，它那小
小的红色身影，总是出现在船头方向，然后被母
船接回。

记者在“探索一号”科考船上观看“深海勇士”
号试验性应用，运行维护团队和船员各司其职、
配合默契，高效专业、操作流畅。“把小事做细，把
细节做精”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目前，“深海勇士”号已成功下潜 70 多次，不
仅验证了优质高强的作业能力，也检验了卓有成
效的运行维护能力。在前两次试验性应用航段
中，“深海勇士”号在西沙北礁完成了我国首次载
人深潜考古，新发现两个活动的冷泉发育区，首
次与 4500 米级无人遥控潜器“海马”号进行联合
海底作业，标志着我国深海作业型潜器已具备集
群作业的能力。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计划成
立“深海勇士”号管理委员会，打造一支载人潜水
器专业运维团队，建立航次共享机制，为国内外
深海科学研究、资源勘探开发、水下考古等提供
先进的深海作业平台。

“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说。

“深 海 勇 士 ”号 载 人 深 潜 器

试 验 性 应 用 目 击 记海阔凭“鱼”跃

▲这是 5 月 17 日无人机拍摄的安徽蚌埠古民居博览园。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 5 月 17 日，“深海勇士”号离开海面。。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张张建建松松摄摄

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8 日电(记者强勇)辽金
石人、清代风扇车、炕琴柜、铜蜡台……在几间农
村平房和露天展区，多达 1 . 6万件私人藏品吸引
参观者流连忘返。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馆长黄
彦辉站在一辆木制车前，滔滔不绝地讲解着。“高
车是古代游牧民族迁徙时的重要运输工具，如果
发生战事，把高车首尾相连围起来，还能抵挡骑兵
冲击。”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这个位于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红星村永发屯的私人博物馆，比平时更热闹
一些。虽处农村，它的藏品却不少。

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 2014 年对外免费开
放，展区面积 5100 平方米，展出藏品达 1 . 6 万
件，设有汉族及朝鲜族、蒙古族、鄂伦春族、柯尔克
孜族等 10 个世居黑龙江的民族民俗展区。

黄彦辉回忆说，他的父亲黄信章生前是乡村
教师，经常帮乡邻绘炕琴以及吊棚的吉祥图样。
有人丢弃旧箱柜，黄信章觉得可惜便拉回来堆在

自家院里，经年累月便开始有意识收集老物
件。

黄信章的老伴陶淑芝起初反对，“这些东
西放灶坑都不起火，多是破烂东西，还往里砸
钱。”但黄信章有股拗劲，慢慢地陶淑芝也喜
欢上这些老玩意，她拿出工资交给黄信章说：
“咱俩工资放在一起收。”

藏品越来越多，黄信章和家人的想法有了
变化：以前是个人爱好，后来却成了责任。黄
彦辉说，过去这些老物件随处可见，随着时代
发展，它们变得少见甚至消失。“文化需要传
承下去，让后来人感受先辈的生活和智慧。”

走进博物馆，上万件藏品浓缩了不同时
代、不同民族的社会风貌变迁。黑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秀仁说，近年来国内
私人博物馆迅速发展，以各自方式为现代社
会保留着传统记忆，北方民俗博物馆正是一
个缩影。

农村私人博物馆

留住先人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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