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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论坛在东营开幕

弘扬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
大众日报记者 刘兵 李子路

4月18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山东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黄河文化论
坛在东营市开幕。本次论坛以“弘
扬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为
主题，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
战略，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
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凝心聚力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吉炳轩讲话并宣布论坛开幕，省
委书记林武致辞。省政协主席葛
慧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
书记杨东奇出席。

吉炳轩在讲话中指出，黄河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了黄

河的上中下游沿线，将保护黄河
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
秋大计，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发出了为黄河永远造福
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的号召。沿
黄九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全面加强生态保护治理，着力
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大力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努力“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
文化延绵不息、历久弥新，兼容并
蓄、多元一体，开放包容、博采众
长，浑厚雄壮、百折不挠。我们要
从黄河文化中汲取精华，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走好持续发展
之路；坚守合作共兴之道，唱响新
时代黄河大合唱；高扬文明交流
互鉴之帆，向世界讲好“黄河故
事”；凝聚团结奋斗之力，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
献。保护黄河就是保护中华民族，

就是保护中华文化和中华精神。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黄河保护
法，依靠法律来保护我们的母亲
河，使其更加健康、更加美丽，永
远造福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

林武在致辞中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
系黄河、牵挂沿岸发展，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黄河重大
国家战略。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锚定“走在前、开新局”，聚焦
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落实
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推进新
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
经济社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黄
河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积淀
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和道
德情操，蕴含着自强不息的奋斗
精神、通达求变的创新基因、兼收
并蓄的开放理念、和谐共生的价
值追求、同根同源的家国情怀，凝
聚着走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

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二十
大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作为区域协调发展
的重要内容，并作出具体部署。山
东愿与沿黄省（区）一道，在加强
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
合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共同
富裕等方面携手并进，合力谱写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
勇、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
民致辞，至圣孔子基金会会长孔
垂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夏泽瀚视频致辞。

开幕式上，举行了沿黄九省
（区）黄河文化国际传播协议签约
暨协作体成立、“弘扬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系列合作协议签
约、宣传文化领域2023年启动实
施合作项目展示，沿黄九省（区）
共注黄河水，《黄河文化通览》首
发和中华儒学经典著作集成《儒

典》精选版赠书等仪式。
开幕式后，与会嘉宾进行了

主旨演讲、学术研讨交流；举行了
“黄河文化国际传播”“弘扬黄河
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分论坛。

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黄河
大集暨“沿着黄河遇见海”沿黄九
省（区）手造民俗展。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
宣传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
游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公共
关系协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等有关负责同志，驻华使节
和外国专家学者，省领导白玉
刚、张海波、邓云锋、唐洲雁，沿
黄省（区）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

（单位）、地市州负责同志，部分
智库、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学
者，省直有关部门（单位）、16市
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东营市
有关负责同志，新闻媒体和社会
各界代表等参加。

记者 李康宁

看河海交融，听金玉其声。黄
河文化论坛上，各领域各角度的
哲思良策纷纷涌现，并迈出了实
质性推进黄河文化传播的铿锵步
履。思想的巨澜激荡行动的轻舟，
黄河的故事，从东营加速传向远
方。

开幕式上，沿黄九省（区）的
黄河水徐徐汇流。这些来自黄河
各段的水，有着雪山的清冽，亦
有壶口的奔放；听见过艄公号
子，也熟悉渔家船歌；曾流经广
袤牧场，也浇灌秀美田园。他们
是如此不同，却也源出一脉，共
同构成我们精神深处始终澎湃
着的黄河。少了哪一部分，黄河
都算不上完整。

文脉亦如水脉，源源不绝。黄
河文化，因为黄河流经而拥有某
种共性。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
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刘玉珠
说，黄河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塑造，
超越了其他大江大河。黄河水与

黄种人，有着同样的底色，促进形
成了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东方哲
学。孔子第七十九代嫡长孙、至圣
孔子基金会会长孔垂长认为，黄
河流域孕育了礼乐文明，经由孔
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传承和发
展，以仁礼并举、忠孝节义的价值
理念和治国思想，让一代代的中
华儿女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
的文明，并聚合成了一个“文化共
同体”。

诚哉斯言。同饮一河水的因
缘际会，让沿黄各地的人们更早
地沐浴到文明的光辉，也拥有了
融合壮大的契机。据齐鲁文化研
究院名誉院长王志民考证，中华
文化的起源固然是“满天星斗”，
但也有“一条主脉”。其中，中原地
区和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最为密
切、广泛和强势，两个区类文化的
高度交汇融合，形成了一条“黄河
文化主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
授、史学家葛剑雄则断言，黄河中
下游地区，无疑就是中华民族诞
生发展的“摇篮”。

因河而生，必将携河共进，这
是千秋大计，也是众心所归。无论
是历史还是现在，以及将来，黄河
两岸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和追求。办好黄河的事，关系着你
我，也关系着子孙后代。尤其在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征程中，沿黄
各地更要有足够的共识：谋一域，
更要谋全局；黄河的保护发展需
要大方略、大格局，便离不开共谋
划、共担当。

同心，定可心向远方；齐声，
更能声闻四海。

沿黄九省（区）黄河文化国际
传播协作体成立、黄河文化研究
院揭牌，为黄河文化在当代的研
究、发展、传播，提供了一个足够
宽广的平台。黄河在九曲东流的
过程中，所创造的那些精彩纷呈、
各美其美的文化形态，通过交流
互鉴实现“美美与共”，共同汇成

“一条大河”的绚丽画卷。
等你在黄河口，春华遍地的

时刻，一同相约未来。

记者 李康宁

4月18日举办的黄
河文化论坛上，与会的
众多专家学者，为黄河
文化的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高培勇
表示，讲好黄河故事是

“国之大者”。作为社会
科学工作者，我们要胸
怀国之大者，全面加强
黄河文化研究阐发，做
黄河文化“两创”的积极
实践者，为“讲好黄河故
事、弘扬黄河文化”提供
重要智力支撑。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
会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原副主任郭卫民认为，新
形势新条件下，要加快构
建黄河文化国际传播内
容体系，推动完善“黄河
故事”国际表达，发挥各
地各部门传播优势，打造
多元立体发声格局。要创
新传播手段方式，结合黄
河文化国家公园建设，精
心设计讲解词、展示物，
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做好
展示推广。要加强对世界
主要大河流域国家、历史
古城的比较研究，积极开
展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增
进黄河文化国际认同，推
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黄河文化不仅有历
史的苍黄厚重，也有新时代的绿
意盎然。”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
司长刘友宾在论坛上表示，九曲
黄河蜿蜒穿越中华大地从山东东
营入海，在这里举办黄河文化论
坛，充分挖掘黄河文化中深厚的
生态底蕴，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实实
在在的成效，转化为具有独特魅
力的生态文化软实力。讲好新时
代气象万千的黄河生态环保故
事，对于弘扬中华文明、建设美丽
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黄河河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群说，黄河治理文化与黄
河文化发展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黄河治理文化是有史以来
黄河流域人民群众在兴修
黄河水利、防治黄河水患、
实施黄河治理中创造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治黄实践形
成了厚重的治黄文化，集
中反映了人与黄河从对抗
走向和谐的艰辛历程，映
照着中华民族根与魂形成
的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
上讲，一部治黄史也是一
部治国史。

关于如何加强黄河
文化国际传播，当代中国
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
全表示，以优质内容推介
翻译为重点，做强黄河文
化全球知名度。相对于黄
河文化的重要性、丰富
性，以及所蕴含的时代价
值和世界意义，黄河被全
球主要媒体提及的还不
够，其他国家民众对黄河
知晓率还有待提升，因
此，要加大有关黄河文化
优质内容的海外译介，让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
解黄河及其文化。

黄河水利作家协会
主席侯全亮则认为，黄河
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
融合力。历史上中华大地
上出现过许多地区性文
明，后来有的中断，有的消
失。而黄河文明经过多次
大碰撞、大融合、大交流，

不断兼容并蓄，纵横推演，向更高
层次发展，向更广大地区辐射，为
一体多样中华文化体系的形成，
发挥了重要的核心引领作用。

外文出版社德文专家李博翰
认为，中国以沿黄九省（区）联合协
作的方式，去共同面对黄河文化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关系到整个
人类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极具智慧的决定。“沿黄九省

（区）的合作，对于世界很多其他国
家来说是一个模范，比如我们欧
洲由很多小国家构成，某一个国
家可能会做一个很有智慧的生态
政策，但这不代表周围国家也参
与这样一个大型计划。”李博翰说。

葛记者观察

黄河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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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论坛开幕式上，举行了沿黄九省（区）黄河文化国际传播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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