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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文物古建 岂能“利”字当头
□本报评论员 赵春晖

  甘肃省天水市拥有中国西北地区现存
规模较大和保存较完整的明清时期居民院
落群。然而，市民和游客发现，当地耗时六年
斥资超8.88亿元对天水古城“修缮”后，参观
区域受限，消费门槛提升，古建筑也被私搭
乱建。一些经营餐饮的商家甚至改变了院落
古建筑的风貌，明清时期的文保院落中竟然
加盖了两间日式小屋，赵氏祠堂的入驻商家
把古建房屋结构的棱角磨平了，16号院中甚
至拆除了原本的楼梯。   （据央视新闻）

  文物古建是历史文化的见证，具有珍贵的艺术
价值和非常深远的意义，因此对于文物古建的修复

和保护，首要前提就是“修旧如旧”，不能破坏古
建筑原有的结构、美感和历史文化价值。
  天水市拥有中国西北地区现存规模较大和保存
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居民院落群，这是当地宝贵的
历史文化资源。为了抢救和保护这些古建筑，天水
市从2015年至2021年拨付的保护资金超过了8.88亿
元。耗费如此巨资，首要目的理应是保护当地历史
文化遗存，其次才是对这片古建筑进行活化利用，
发展旅游产业，增加经济收入。但实际情况显然已
经本末倒置，当文物保护和文物的活化利用变成以
“利”字当头，这样的商业性“改造”和简单粗暴
的破坏一样，后果都不堪设想。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乱象，经营单位过度追
求利益、缺乏必要的文物保护意识是重要原因。
但根源还是监管部门缺位，非但没有尽到应有的
责任，其在日常监管上的不作为甚至“放任”了
这种乱象的愈演愈烈，侵犯了文物安全保护的
底线。

  在任何城市、任何地方，文物古建都是当地珍
贵的文化遗产，是当地发展文旅产业的金字招牌。
文物古建在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同时，可以适当与商
业化相结合，毕竟只有充分活化利用文物，让它们
与现代人密切接触，不断与时俱进，才能重新焕发
出时代活力、保持更长久的生命力。但必须要把
“保护”放在首要位置，靠破坏文物谋求短期盈
利，这是竭泽而渔的行为，绝不可取。
  当地主管部门一定要守土有责，加强对文物古
建保护利用的事前、事中全链条监管，建立健全检
查评估制度，对文物古建运营单位违法违规、不履
行协议约定义务，甚至危害破坏文物安全等行为，
要坚决依法依规予以制止或处罚。
  文物古建的保护利用，重中之重是保护，必须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
原则，才能使文物古建的本体得到很好保护，历史
文化价值得到挖掘和弘扬，让其更好助力城市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

下降10个基点 1年期LPR降至3.45%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21日，新一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出炉，1年期LPR迎来年内第
二次下降，较上一期下降10个基点至3.45%。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1年期LPR为3.45%，5年期以上LPR为
4.2%。1年期LPR较上一期下降10个基点，5年期以
上LPR保持不变。
　　作为LPR报价的基础，本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的中标利率较此前下降1 5个基点至
2.50%。除此之外，8月15日，逆回购操作中标利
率，以及隔夜期、7天期、1个月期的常备借贷便利
利率，均较此前下降10个基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政策利率下降等利好政
策落地，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日
前联合召开电视会议指出，要继续推动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稳中有降，规范贷款利率定价秩序，统筹考
虑增量、存量及其他金融产品价格关系。
　　今年以来，1年期LPR已下降20个基点。6月20
日LPR今年首次下降，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双双
下降10个基点。
　　作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LPR已
替代贷款基准利率成为贷款利率定价的“锚”，每
月定期发布。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
政策利率下调带动本月1年期LPR下降，将有效带
动实际贷款利率下行，降低融资成本，进而支持信
贷需求回升，增强消费和投资增长动能。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薛静）近日，
满载32000吨焦煤的“富源”轮在山东港口潍坊港完
成卸船后顺利离泊。这是潍坊港首船外贸焦煤，也是
潍坊港煤炭淄博通道的首船外贸货源。
　　今年以来，山东港口渤海湾港精准把脉市场行
情，抢抓煤炭发展机遇，深入挖掘省内煤炭市场，以
高效服务吸引外贸煤炭客户来港办理业务，目前已成
功开辟淄博、广饶、青州三个地区煤炭新通道，潍坊
港也迎来首船外贸煤炭业务。该批煤炭运到淄博进行
加工后，还将再通过潍坊港发往南方市场，实现吞吐
量、营业收入“一变二”。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国家航天
局获悉，于8月13日发射的世界首颗进入工程实施
阶段高轨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陆地探测四号0 1
星，经过4次变轨后，于近日顺利进入工作轨
道，合成孔径雷达（SAR）天线成功展开，完
成了卫星入轨初期飞控试验主要工作，卫星工
况正常，状态良好，后续将继续开展在轨测试
等工作。
　　陆地探测四号01星工程研制中，首次创新提
出了大口径环形反射面天线加相控阵馈源方案并
实现工程化，同时带动了相关基础理论、系统设
计和精密制造等方面技术进步。该星可服务防灾
减灾及地震监测、国土资源勘查及海洋、水利、
气象、农业、环保、林业等行业应用需求，是我

国目前行业用户最多的遥感卫星。未来投入使用
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天基灾害监测体系，丰富
我国重点区域观测手段，全面提升我国防灾减灾
救灾综合水平。
　　陆地探测四号01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
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中的遥感
科研卫星。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工
程副总师孟令杰表示，过去一年，我国共发射
200余颗卫星。我国以卫星遥感、通信、导航为
主体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形成，
后续将持续完善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遥感、通信、导航卫星融合技术发展，加快提
升泛在通联、精准时空、全维感知的空间信息
服务能力。

潍坊港再添外贸煤炭新货源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疫苗
接种是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重要手段。8月21
日，记者从潍坊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截至8月20日24
时，我市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83.76万剂次。
  其中，第一剂次904.09万，第二剂次887.46万，第
三剂次672.01万，第四剂次20.20万。全部常住人口第
一剂次接种率为96.32%；3岁以上常住人口第一剂次接
种率为99.28%。此外，60岁以上人群累计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第一剂次为193.09万，接种率为94.51%。

我市新冠病毒疫苗

累计接种超2483万剂次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了解到，2022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7.78%，比2021年提高2.38个百分点，继续呈现稳步
提升态势。
　　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31.94%，农村居民为23.78%，较2021年分别增长1.24
和1.76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分别为31.88%、26.70%和22.56%，较2021年分别
增长1.48、2.87和3.14个百分点。
　　根据监测结果，全国居民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
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58.51%、科学
健康观素养53.55%、健康信息素养39.81%、慢性病
防治素养28.85%、传染病防治素养28.16%和基本医
疗素养27.68%。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
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维护
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反映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一项综合
性评价指标。《健康中国行动（2 0 1 9 - 2 0 3 0
年）》提出，到203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低
于3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鼓励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通过多种形式为公众
提供优质的健康科普信息，有力推动了全民健康素
养水平提升。
　　据介绍，本次监测覆盖31个省（区、市）的
336个县（区）1008个乡镇（街道），对象为15岁至
69岁常住人口，共得到有效调查问卷71842份。

2022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7.78%

陆地探测四号01星顺利进入工作轨道

我市三处场馆入选首批

省级校外美育实践基地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近日，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省级校外美育实践基地遴选建
设的通知》（鲁教体函〔2023〕34号）的要求，经单
位自主申报、市级推荐、专家评审，认定山东美术馆
等首批50个省级校外美育实践基地。其中，潍坊市图
书馆、潍坊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潍坊市青少年
宫）、潍坊市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入选。
　　根据要求，入选的省级校外美育实践基地要联合
各级宣传、教育、文化和旅游等部门以及大中小学
校，在课程共建、学术共研、名师共享、人才共育、
服务共担等方面协同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