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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聂晓阳

“有没有人要求进行表决？没
有。那么，L.23号决议草案以协商一
致方式通过！”

随着主持会议的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主席瓦茨拉夫·巴莱克的话音落
下，中国在联合国舞台的一个新的历
史性时刻诞生了：这是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成立17年以来，中国主提决议草
案首次无需进入投票环节就获得一
致通过。

决议通过后，中国外交官的手机
一直响个不停，欧盟、卢森堡、希腊、
英国、阿根廷以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等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都在第一时
间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

10月 1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 54届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中
国主提，玻利维亚、埃及、巴基斯坦、
南非等 80个国家共同联署的消除不

平等背景下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利
决议（L.23号决议），推动各方围绕不
平等和经社文权利达成共识，呼吁加
强国际合作并设立经社文权利知识
中心，为各国就有关问题开展平等交
流、互学互鉴提供平台。

经社文权利即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包括享有足够食物、适足住房、
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参与文化生
活、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工作
等权利。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
在人权理事会介绍决议草案时说，当
前全球挑战复杂交织，无论是发展中
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需要在消除不
平等背景下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
利。中国主提的决议旨在弥合理念
分歧、采取切实行动、建立有益机
制。“我们本着公开透明、求同存异的
精神，同各方深入沟通，积极寻求不
同立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相信能够

得到各方赞同。”
随后，印度代表第一个发言，对

这一决议草案的提出表示感谢，强调
国际社会应更重视保护经社文权利，
同意草案提出的加强人权高专办能
力建设以更好帮助成员国落实经社
文权利的举措。

玻利维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在
提案过程中，中国等核心小组国家与
各国进行广泛磋商，在最后文本中吸
收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这表明通过
协商，人权理事会有能力达成一致，
真正促进和保护人权。马来西亚代
表强调，决议的磋商过程表明各国有
能力超越政治对抗。只要本着联合
国宪章和有关宣言的精神，各国在保
护和促进各类人权方面就能实现成
效最大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纷纷表示，
这一决议草案有力回应了要求加大
经社文权利投入、构建公正包容国际
秩序的强烈呼声，顺应了多边人权体

系再平衡再出发的历史潮流，有利于
国际人权事业健康长远发展。

比利时代表在代表欧盟做集体
发言时说，感谢该决议提案核心小组

“以建设性的方式孜孜不倦地与各方
进行接触”。法国代表在发言中强调，
经社文权利涉及人的尊严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确保包括经社文权利
在内的各项人权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
日常任务。德国代表表示，该决议磋
商的过程相当艰难，感谢提案核心小
组采取了建设性的做法，德国“很高兴
第一次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支持这一强
调经社文权利的决议草案”。

在举行会议的万国宫20号大厅，
一种久违的令人振奋的气氛弥漫在
空中。散会时，一位从记者身边走过
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官对记者说：“感
谢中国！今天我再次见证了中国为
促进国际人权正义与进步所作的实
实在在的努力！”

（新华社日内瓦10月14日电）

中国在联合国舞台新的历史性一刻
——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人权决议草案

■上接第1版 实现在线监测预警、一体化
系统控制、智慧化运维检修、全方位安全感知
与智能分析决策，力争在年底前完成主体功
能研发和集成测试，上线1个平台5个中心，
保证16个智能应用协同运行。”

科技创新赋能的同时，绿色发展正成
为霍林河矿区新的引擎。

2018年以来，霍林河矿区按照“打造我
国高寒地区绿色矿山标杆”的工作目标，将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机遇，
从排土场治理、厂区建设等方面，高标准开
展了生态修复工作。曾经灰头土脸的排土
场如今全部披上了绿意盎然的新衣裳。排
土场还建设了“花海景观”“雨水花园”“缀花

草原”等精品区块，提高了生态修复质量和
效果。

多年来，霍林河矿区通过地形重塑、
截排水工程、土壤改良和植被重建等生态
修复措施，全面提升治理效果，构建了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格局。

从周恩来总理对开发建设霍林河煤田
作出重要批示，到3500名民兵挺进霍林河
开发建设霍林河煤田，再到1984年第一期
工程建成投产，再到如今智慧矿区，霍林河
矿区已走过了47年的沧桑岁月，用改制实
现了突破，用转型谋求发展，积极融入当地

“绿电铝”产业延伸升级，正致力成为循环经
济的开拓者、清洁能源的引领者、绿色低碳
的实践者。

■上接第1版
企业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主

体和重要力量。
北濒长江、南临庐山、东枕鄱湖，中国石

化九江分公司在破解“化工围江”的战役中，
压力重重。

江上的问题，根子在岸上。九江石化有
个“环境在线监测实时数据”，每20秒更新
一次。大气、水、土壤，一栏是国标，一栏是
企业实际排放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一边看，
一边听企业介绍是如何“不让一滴油和一滴
超标污水进入长江”，是如何力争“臭气不上
天，污油不落地”。

总书记勉励道：“标准定得高，也在一步
一个脚印地干。希望你们按照党中央对新型
工业化的部署要求，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
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
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由点及面，着眼的是“既治已病，也治
未病”：“在新型工业化建设中，我们要把
绿色化、低碳化摆进去，摆到日程上，也希
望工业战线有更多实际行动。”

如果说东部海岸线宛如一张蓄势的
长弓，长江经济带就是破空的锐箭。长江
经济带，作为我国科技资源最富集、最具
科技创新活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区
域之一，“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
链”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考察第2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景德镇
的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总装车
间，“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标语分外醒目；试
飞站，湛蓝苍穹下各类直升机一字儿排开，蔚
为壮观。总书记登上一架直升机，细听介绍。

“要坚持创新驱动，在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研发上下更大功夫，面向未来需求出
新品，努力构建先进制造体系、打造世界
一流直升机企业。”

“‘不搞大开发’是不要乱开发、低水平
开发、粗放开发、破坏性开发，而是走一条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
现在路子是对的，要继续走下去。”

传承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

大江奔流而磅礴，文明沉厚而隽永。
长江文化，在灿若星辰的中华文化中如一
条耀眼星河。这其中，长江水浸润着瓷
土，景德镇熠熠生辉。

走进景德镇，这里有“陶阳十三里，烟
火十万家”的繁盛，有“窑火夜夜明，瓷器
日日出”的熙攘。

南麓遗址旁，总书记仔细端详。
圆的是辘轳坑，方的是陈泥池。宋元

陶瓷在底层，明清陶瓷叠于上，17座马蹄
窑一字儿排开，下面还埋藏着更古远的
24座马蹄窑、4座蛋形窑。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有感
而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此地往西400米，昌江穿城而过。江水
奔腾180里，注入鄱阳湖，继而通江达海。“行
于九域，施及外洋。”历史的烟波里，景德镇的
瓷器踏着海上丝路的浪花，远销世界。

明清窑作群手工制瓷技艺长廊，陶瓷
非遗传承人荟萃于此，正是“匠从八方来，器
成天下走”，有的白发苍苍，有的风华正茂。
他们热情地向总书记展示看家本领。

踩泥、揉泥、拉坯、印坯、利坯、画坯、施釉、
起釉……“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天工开
物》的记载，也映照了今天的工匠精神。

总书记与一位老师傅交谈起来。
“老师傅好！手上功夫了得啊！有图

案吗，还是凭着手感？”
“都在心里。”
这位师傅13岁跟着父亲学做瓷，是家

中的第四代传人，转眼就已干了40年。
“你是这块土地孕育的传承人，是工

匠精神的写照啊。”总书记赞许道。
在景德镇，有2万多个年轻人忙碌在

制瓷一线，他们的背后，撬动的是庞大的
陶瓷产业链。总书记颇为感慨：

“很高兴看到陶瓷事业有这么多的传承
人、继承人，这个事业要不断发展下去。”

“一辈子做一件事，祖祖辈辈干一件
事，不是简单的事。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不能见异思迁。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
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
让它发扬光大。”

千年制瓷路，留下的不仅是天青色的
记忆，更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古与今。

振兴
“老区人民都是我们最

牵挂的”

河流与村庄，相依了千年。饶河在附
近发源，穿过村庄，绕过山峦，最终流经鄱
阳湖注入长江。考察第2天的下午，习近
平总书记走进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王村

石门自然村。
生态，是村子的名片。村内，古樟、苦

槠、枫杨倒影青翠，还有极度濒危鸟类蓝
冠噪鹛在枝头嬉闹的照片，都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缩影。

4年多前，也在江西，习近平总书记
指示要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
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小小的村落，便是样板的一角。
走到哪里，共同富裕都是总书记关切

的事。
这次到革命老区，总书记强调：“无论脱

贫攻坚、全面小康，还是建设现代化、推进共同
富裕，老区人民都是我们最牵挂的。”

沿着街巷边走边看。“见老者，敬之；
见幼者，爱之。”家家户户门口张贴着先贤
修身治家格言。院墙彩绘，角落花草，生
态和人文相映成趣。

村里，平整的石板路串起大街小巷；村
外，宽阔的高速路伸向四面八方。“古村落现
在交通方便了，本地产业也发展起来，特别是
旅游，很热闹。我很关注咱们下一步的发展
振兴，希望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村民热烈的掌声中，总书记亲切地
说：“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
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很关注乡村振
兴。希望你们保护好自然生态，把传统村
落风貌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坚持中华民
族的审美情趣，把乡村建设得更美丽，让日
子越过越开心、越幸福！”

12日召开的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
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长江经济带很有
优势。沿岸既有古村落，又有现代乡村。
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
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

水与村，共隽美。

融通
“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

发展大局”

循着逶迤的江岸望去，有平畴沃野，
也有峰峦竞秀；有国际门户，也有深山密
林。长江经济带体量之庞大，情况之复
杂，是挑战，亦是机遇。

站在更宏阔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对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思考，着眼于中国的昨
天、今天和明天。

向东，是浩渺太平洋；向西，是广袤的
亚欧大陆。巨大的发展梯度，叠加一望无
垠的延展空间，塑造了长江经济带巨大的
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

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态
势正加速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
代洪流中，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要更好发挥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
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更好联
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提
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增强对
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提供战略支撑。”

是各自为战、以邻为壑，还是“一盘
棋”谋篇布局？鉴证着一个地方、一个部
门、一支队伍的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求：“要
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沿
江省市要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
共建、发展共享，增强区域交通互联性、政
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稳步
推进生态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

会上，总书记亲切询问来自 11个省
市的负责同志，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到南
昌。昔日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漫长路
途，而今不过两三个小时。“你们之间交通
方便，说明这些年建设成绩显著。”

作为我国纵深最长、覆盖最广的经济
带，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

发展与安全，不可失之偏颇；一域与
全局，还需辩证统筹。

座谈会上，总书记期许长江经济带“在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重要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水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以一域之稳为全局之安作出贡献”。

四个安全，筑基发展。
说粮食，责任一以贯之，“沿江省市无

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主销区、产销平衡
区，都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

谈能源，谋划高处着眼，“坚持全国
‘一盘棋’，继续深化上游地区同中下游地
区的能源合作”；

话安澜，风险未雨绸缪，“强化流域水
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加强跨区域水资源丰
枯调剂，提升流域防灾减灾能力”；

…………
大视野统筹兼顾，大思路引领方向。长

江的保护与发展，总书记慎而思之、笃而行
之，“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浪千叠，帆千重。大江东，势如虹。
（新华社南昌10月14日电）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黄山是一座山，更是一座城。
展开地图，黄山市形如一枚枫叶

嵌在安徽省最南端；翻开古徽州历
史，黄山市魂系徽文化千年。作为古
徽州的主要组成，黄山根深于徽文
化，在传承与创新中枝繁叶茂，在包
容与开放中挥洒中国风与国际范。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
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黄山循古而来、向新而去，徽派
古建、徽墨歙砚、砖雕木刻、制茶技
艺，走进乡村田野会客厅，走入国际
会客厅，打开人们的文化情感通道。
徽风皖韵的人文经济在这里与时代
融合、以创意表达、向世界呈现。

徽派国际会客厅：是
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初秋黄山，细雨霏霏，山霭苍
苍。一场中外时尚发布会在黄山脚
下举行。模特们身着中外设计师打
造的时装，将“自然”“国风”“创新”主
题在大美黄山碰撞、盛放。

这是一场山水人文的展示，亦是
一次国际美学的对话。上海大学巴黎
国际时装艺术学院法籍立裁专家玛蒂
尔德说：“黄山变幻万千的云海和独特
的徽派建筑，让我印象太深刻了！我的
服装设计用了很多黄山元素。”

中国风，国际范，在徽派风格的
国际会客厅黄山融为一体。

由春及冬，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去
年在黄山市屯溪区举行，从去年3月的第
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等70余场外交
活动，到去年12月的中国政府与主要国
际经济组织负责人“1+6”圆桌对话会。

由人文至经济，一系列国际对话
合作今年陆续在黄山展开。年初，中
国、印度和斯里兰卡三国在祁门县开启

“世界三大高香红茶”的首次“对话”。
仲夏，2023RCEP地方政府暨友城合
作（黄山）论坛在此举行，约500名中外
嘉宾共商RCEP合作新机遇。

为什么是黄山？
黄山市委书记凌云说，壮美河

山、独特厚重的人文内涵，是跨越地
域民族的人类共通语言，更是追溯文
明、读懂中国的重要密码。

创意黄山，大美徽州，迎客天下，
和合共进。

论“山”，它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项桂
冠，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著称。

述“文”，它是徽文化发祥地，涵盖经
史哲医科艺等，孕育了新安理学、新安医
学、新安画派、徽派雕刻等，文明星空
璀璨。

如果宛若仙境的山水、独具魅力的
人文呈现黄山的世界，那么自信中的包
容、自立中的开放构筑世界的黄山。

站在屯溪区东郊的南溪南村村
口，“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诗
意扑面而来。在这座有着千年历史
的徽州村落，新添了一张国际化名
片：卓文的小食堂。

臭鳜鱼披萨、枇杷酱……虽是西
式餐厅，风格简洁，飘散的却是满满徽
州味。美国小伙、黄山女婿卓文是餐厅
创办者，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臭鳜鱼披萨，是卓文将徽州和西
方 美 食 融 合 后 独 树 一 帜 的 创 造 。
2021年，在黄山安家不久的卓文就在
抖音平台上发布自己做菜的视频。

“在南溪南村开店，是因为向往徽州
田园生活，没想到生意这么火，每天披萨
供不应求。”卓文说。隔壁开店的当地人
老吴，和卓文是“铁哥们”。

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原始古村
坤沙村的三山两谷之间，有一处顺地
理位置而取名的民宿“居田谷”，粉墙
黛瓦的建筑融于周边山林田野中。

类似这样农文旅结合的乡村会
客厅，在黄山有近3000处，在田野乡
村中向世界展示中国风。打造“大黄
山”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这
是安徽省对黄山的最新定位。

黄山市已摸排梳理“大黄山”建

设项目 210 多个、总投资近 2000 亿
元，东黄山高端度假酒店群、市域旅
游铁路 T1线、新安江百里大画廊等
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从传统自然到现代人文，从物种
多样性到文化多元性，从乡村会客厅
到国际会客厅，黄山在世界聚光灯下
绽放中国风、国际范。

活 化 文 化 遗 产 ：是
历史的也是时尚的

吸引全球游客纷至沓来的，不仅
是自然景观，还有黄山既传统又时尚
的文化瑰宝。

5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拥有
310个中国传统村落、8000处历史文化
遗存、百万件徽州文书……黄山积极推
动名录遗产与数字结伴、同创意碰撞，让
更多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一条鱼”来
讲故事。

每年正月十五前后，黄山市歙县溪
头镇汪满田这座静谧的古村都会被鱼
灯点亮。从制作鱼灯到嬉灯排练，全村
老幼倾尽全力，演绎出大山深处的浪
漫，也点燃起全球游客的热情。

这是一座以鱼灯为魂的村庄。汪
满田嬉鱼灯始于明初，相传这项安徽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与火有关，村里过
去木屋居多，常有火灾发生，鱼生于水，
水能灭火，于是衍生出祭鱼克火的嬉鱼
灯民俗，在600年时光中传承光大。

今年春节期间，汪满田村鱼灯巡
游四晚，18000多名外地乃至外国游
客赶来感受浓浓嬉灯年味。其间，农
户制作的小鱼灯线上线下销售 1000
余只，销售额35万余元。

汪满田鱼灯已非“春节限定”。在
黄山市文创产品展示商店、街头商铺甚
至在咖啡厅，都能看到“游弋”的鱼灯，
相关文创产品在线上线下热销。

历久弥新的，还有徽州书房里走
出的历史文化遗产——墨与砚。

落纸如漆、经久不褪。以松烟、
桐油烟、漆烟和胶等主要原料制成的
徽墨，已不仅仅是静置案头的书写工
具，更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在歙县县城，坐落着乾隆年代老
字号胡开文墨庄的余脉——老胡开
文墨厂。一间间房门内，炼烟、和料、
制墨、晾墨、打磨、描金等 11道古法
制墨工序各有讲究。

南唐时，制墨在徽州生根发芽。
如今，老胡开文墨厂探索将年轻人喜
爱的国潮元素融入徽墨产品中。徽
墨制作技艺传承人周健每天准时打

开直播镜头，介绍徽墨歙砚。
“忠于古法，行于创新”，这是老

胡开文墨厂的经营之道，更是黄山众
多文化瑰宝传承发展的共同路径。

墨香浸润，茶香添韵。2022年11
月，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的子项，产自黄山的毛峰、太平猴魁、
祁门红茶制作技艺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人工智能、大数据正在将传承千年
的制茶匠心以科技的方式记忆、传扬。

在黄山市高新区的小罐茶“超级工
厂”，繁忙的生产线上几乎看不到工人。
工厂厂长李伟民介绍，生产线利用人工
智能等技术，将绿茶、红茶、黑茶、乌龙茶
等制茶非遗传承人的手工技艺复制到设
备中。非遗传承人的制茶经验，比如杀
青温度、时间、揉捻压力、发酵条件、焙火
等，经过上万次的计算分析，设置为工艺
参数，非遗技艺探索出标准化、规模化。

不仅如此，这家企业还研发出智
能泡茶机，根据不同茶类精准设置茶
水比、冲泡温度、出汤时长等，让“茶
小白”也能体会茶艺中的文化。

没有传承，城市将失去灵魂；裹
步传统，城市将凝滞不前。“创新是最
好的文化传承。”李伟民说。

截至今年 8月底，黄山市与旅游
相关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超过 252%，全市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7.8%，位居安徽省第
二，对GDP增长贡献超过68%。

一 花 一 叶 一 味 ：是
文化的也是经济的

在黄山，文化与经济从来相伴相成。
从阡陌街巷到山水之间，黄山擅

长用文化找到共富“密码”。
地处新安江上游南岸沟谷的歙

县卖花渔村，因村庄形似鱼而得名。
这个始于唐代的村落只卖花不打鱼，
世代以种植盆景花卉为业，其技艺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漫步村中，只见罗汉松仿若一株
株微缩版“迎客松”，游龙梅如蛟龙腾
云般姿态万千，家家庭院摆满匠心独
运的大小盆景。

徽派盆景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洪定勇介绍，村里老中青三代盆景
技术队伍越来越壮大，年轻人学习了
现代园林设计知识后，将其融入到盆
景的创新性设计中。

近年来，得益于进村道路拓宽、旅游
步道建设等一系列改造提升举措及政策
支持，卖花渔村在家做起了全球生意。

“人在养花，花在养人。”卖花渔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徐玉龙说。今年

一季度，卖花渔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突
破170万元，外来游客16万人次。

黄山市农村居民收入居安徽前列。
今年上半年，黄山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值为1.67，城乡收入差进一步缩小。

提起八大菜系里的徽菜，必须说
到臭鳜鱼。

因徽商走南闯北而诞生的臭鳜
鱼，几百年前被盛装在木桶里、泡在
淡盐水中沿江运输，如今形成了从加
工到烹饪的地方及团体标准，进入现
代化生产线，顺着电商平台，“游”向
东南亚、欧美、日韩等地。

在黄山皖新徽三食品供应链有
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鳜鱼进
行预处理、腌制发酵、包装和发货。
2023年，这里预计产出臭鳜鱼500多
万斤，总产值2亿多元。

“家族五代人，用一百年做一条鱼。”
徽三臭鳜鱼第五代传承人吴永学说。

一百年间，臭鳜鱼从地域美食发
展成为年产值近 40亿元、年加工量
超 5万吨的大产业，全市现有臭鳜鱼
加工企业10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10
家，年销售收入超千万元企业 30余
家，带动就业3万余人。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间烟火，
到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精神享受，一片
小小的树叶散发的是文化魅力，也是
文化与产业的融合体。

中国十大名茶中，黄山占三席。如
今，黄山除了产出鲜茶，还延伸出冻干茶
粉、花茶配制、化妆品等茶叶深加工产
品，全年综合产值达230亿元，茶农年人
均收入1.2万元。仅小罐茶“超级工厂”
合作茶农就有2000余户近万人，带动年
人均增收2000元。

来黄山，看的是景，感受的是文化。
黄山的夜晚，尽显“文艺范”“时尚

范”。屯溪老街、河街、黎阳三条历史文
化旅游街区，完美串联独具徽州气质的
夜经济，河街“昱”见音乐会，黎阳古戏台
唱响，新安江畔大型水幕激光秀，演绎出
大气磅礴中浪漫与激情的黄山魅影。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黄山市
共接待游客822.6万人次，较2019年增
长20.6%。今年前三季度，黄山市接待
游客超6293万人次，同比增长73.8%，
较 2019 年增长 9.2%，旅游总收入
575.96亿元，同比增长69.2%，较2019
年增长10.9%。

行走黄山，不仅感受徽州，更可
品读中国。传统与时尚、中国风与国
际范的融合，让黄山韵味无穷。这魅
力，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
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相携共进。

（新华社合肥10月14日电）

向 新 写 意 中 国 风
——人文经济视野下的黄山观察

□新华社记者 刘菁 陈尚营 何曦悦

这是 4月 1日拍摄的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深渡镇阳产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