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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

话精神，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学术合力，持

续深入开展秦历史文化研究，推动增强历

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强大正能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召开，甘肃省政协、中共甘肃省委宣

传部联合举办“秦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

学术会议。即日起面向全国有志秦文化

研究的专家学者及人士公开征集论文，诚

望踊跃参与。

一、征文主题

秦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

二、征文选题

1.从考古学看秦文化的发展与形成；

2.甘肃秦历史文化文物保护、利用

研究；

3.开展对秦遗址等的挖掘、保护和

研究；

4.甘肃秦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

究；

5.推动各方力量形成学术合力机制

研究。

三、征文要求

1.应征稿件须符合本次学术研讨会

主题，除以上所列的选题外，作者亦可紧

紧围绕主题自拟题目撰写论文；应征稿

件字数控制在6000字以内；应征稿件左

上角请注明“秦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学

术会议征文”字样，正文前附150字左右

的摘要、关键词。

2.应征稿件须为未正式发表的原创

性学术论文，突出学术性、专业性，主题

鲜明、观点明确、史料翔实、逻辑缜密，具

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

3.应征稿件请在文尾附作者简介，

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单位、职

务、职称。同时，注明通讯地址、邮政编

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

四、征文截止时间

2022年8月25日。

五、征文评选及相关事宜

征文结束后，组织专家对来稿进行

评审。入选论文编入“秦文化与中华文

明探源”学术会议交流材料。优秀稿件

将被推荐至《光明日报》《社科纵横》《甘

肃政协》《民主协商报》等报刊发表。

六、征文参送方式

征稿邮箱：gsszxyjs@163.com

联 系 人：刘兴旺 何光炳

联系电话：0931-8926201（办）

18993679990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团

结路1号甘肃省政协研究室。

邮编：7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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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3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

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

的重要部署，是规范政治协商工作的第

一部党内法规。《条例》融汇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

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政治协商工

作提供了基本遵循。贯彻落实《条例》精

神，准确把握政治协商工作应当遵循的

原则，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协商

工作的领导、提高政治协商工作的科学

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坚持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具有重大意义。

一、政治协商首在“政治”，必须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条例》规定，政治协商，是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

和各界代表人士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

针、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以及其他重

要事项开展的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

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在经历反复的比较

鉴别后的“共同选择”和“初心所在”。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

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

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不忘多党合作

之初心，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栉

风沐雨、一路同行的成功实践中，深刻认

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拥护“两个确立”、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

二、政治协商贵在“履职”，必须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围绕中心协商议政，服务大局建言

献策，既是做好新时代政治协商的基本

工作原则，也是政治协商的根本重心。

政治协商只有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出力，

才能把握党和国家前进的大方向，紧扣党

和国家发展的大目标，融入党和国家建设

的大格局。（转二版）

编者按 中共中央印发的《中

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

要部署，是做好新时代政治协商工作

的基本遵循。贯彻落实《条例》精神，

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好新时代

政治协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自本期始，《民主协商报》开辟

专栏，刊发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学习《条例》的体

会文章，供学习参考。

7 月上旬，我省遭遇又一轮新

冠疫情，省城兰州新增阳性病例连

续多日居高不下。为尽快打赢疫情

防控歼灭战，省政协机关坚决贯彻

落实省政协党组、省委组织部、省直

机关工委安排部署，第一时间倡议

机关党员干部下沉街道社区，协力

抗疫。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

兴。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许

多年轻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响应省政

协机关号召，下沉居民小区开展志

愿服务；部分干部自发联系所在街

道社区，组织或参加志愿者队伍，连

续奋战在防控一线，以实际行动践

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彰显新时

代政协人的忠诚担当……

响应号召 下沉一线

7 月 18 日，在接到省政协转发

的省委组织部、省直机关工委关于

选派干部深入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后，王刚、张振洲、周元锋

3名年轻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响应号

召，下沉到城关区雁南街道滩尖子

社区，按照就地原则在所在小区开

展抗疫志愿服务。

做好进出人员查验登记、配合

医务人员开展 20多轮核酸监测、为

业主配送生活物资、宣传防控政策

和防疫知识、进行场地消杀……志

愿服务期间，3 位同志按照社区安

排，分别编入不同班次，每日轮班在

小区内点位值守，直到8月8日小区

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本轮疫情延宕月余，周元锋、王

刚所在的格林庭院小区很快被划为

高风险区。封控在家 20多天，日常

出行受限、物资采购困难，业主们的

日常生活受到巨大影响。“个别业主

情绪比较大，不时会埋怨物业，偶尔

还会凶志愿者。”周元锋清楚地记

得，3 号楼一位业主因网上采购的

物资迟迟没有到手，在业主群里抱

怨，“说物资被志愿者贪污了。”面对

业主的误解，周元锋和前来接班的

下一班志愿者在一包包物资中反复

寻找，却始终没能找到。事实上，因

为配送途中卡口较多，直到一个多

小时后，这位业主的物资才送到小

区门口。当他通知物资送到单元门

厅时，自知理亏的这位业主不好意

思出面，由家人下楼领取。

类似的情况，在张振洲所在的良

志嘉年华小区也曾出现。“我们小区

住户有1300多人，封控20多天，有些

业主确实存在困难，个别人有情绪是

正常的。”好在在西和县驻村期间就

有疫情防控工作经验，应对这种情

况，张振洲“熟门熟路”。他告诉记

者，面对个别业主的不理解和抱怨，

志愿者们同街道社区干部、物业工作

人员一起，每天在业主群内进行正面

引导，“主要是讲究方式方法，首先把

志愿服务和保障工作做好，尽最大努

力保障业主的基本需求，再配合正面

引导，效果就出来了。”（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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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学术会议征文启事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秦王朝虽然

很短暂，但统一前的秦国却有长达500多年的

历史。追寻秦人起源和兴起的历史，可上溯

到商以前。秦人如此漫长的兴起和发展史与

商、周交织，并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和文化

财富。要全面考察秦王朝和秦文化，就应该

从长时段、大视野和多角度出发，对秦人、秦

国、秦王朝前后相继的完整历史和文化演进，

做一番系统地梳理和透视。

日前，由省政协牵头开展的全国社科规划

办特别委托项目《秦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繁荣

的重要贡献研究》课题，完成全部研究任务，形

成了最终研究成果——《秦统一六国的文化原

因》。该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各界的诸多好评，

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共鸣，得到了有关专家学

者的高度关注和相关部门的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考古工作和

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从20世

纪80年代开始，甘肃与秦早期历史文化相关

的遗址和墓葬，陆续被大量发现和有组织发

掘。特别是2004年，文物部门联合开展的早

期秦文化调查，发现陇南礼县西汉水流域早

期秦文化遗址 38处，发掘 6处；天水、定西渭

河牛头河流域秦文化遗存 31 处，发掘 8 处。

这些重要发现，使长期模糊不清的秦人早期

历史终于露出真容。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

入，秦人发端于甘肃、早期秦文化形成于甘

肃、甘肃是秦人和秦文化重要发祥地，逐步成

为学术界的共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研究秦历史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甘肃责无旁贷。为此，省政协发

挥存史兴文优势，主动担当作为，系统部署推

动了秦文化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2020年

12月21日，省政协主席欧阳坚主持召开秦文

化课题研究启动会，对秦文化课题的研究背

景、研究计划、研究目标等作出安排。

“课题研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把现有资

源整合起来，让研究团队里每个学者都可以

参考、使用。同时，研究应吸纳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联合攻关，既分工又协作，既分别研究又

统一讨论，让每个研究者取长补短、优势互

补。”研究启动会上，课题组对研究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随后，由省政协主席欧阳坚任组

长的秦文化研究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和专

题研究小组迅速组建成立，省政协副主席陈

青、王锐，秘书长王建太及省政协研究室、复

旦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水师范

学院、敦煌研究院等省内外学者、专家和政协

工作者都参与进来，为全面、系统、准确研究

秦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秦人的由来、秦文

化的形成与发展、秦文化的特质、秦国的强盛

和统一六国的文化原因、秦文化的历史影响

和时代价值等内容被确定为研究重点。省政

协秦文化研究正式拉开大幕。

为了全方位、多角度了解秦人历史文化

遗存和相关文物，搜集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省

政协主席、课题组组长欧阳坚带领课题研究

小组成员先后赴四川、重庆、上海、北京、陕

西等地考察，深入调研最新考古成果和历史

研究成果，力求更加精准地构建还原秦文化

的甘肃源流和发展演化历程。考察过程中，

课题组成员将目光重点放在了广汉三星堆

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馆藏

文物和遗址遗存上，并对甘肃礼县大堡子

山、甘谷毛家坪、清水李崖等省内秦文化遗

址遗存进行重点考察调研。在研究关键阶

段，课题组坚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

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

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以史实为

经，以事实为纬，突破了历史文献资料缺少等

条件制约，探索发现了秦文化孕育、发展、形

成的历史轨迹。

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

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精神记

忆。人民政协要切实当好文化遗产的忠实守

护者和合理使用者。今年7月份，经课题组5
轮反复修改统稿，书稿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揭示秦人从西部崛

起、最终统一六国的文化原因，集中展示秦文

化丰富内涵、历史意义、时代价值的精品力作

——《秦统一六国的文化原因》终与世人见

面，揭开了面纱。

历史的长河，生生不息；历史的声音，久

久回响。今天，我们研究秦人历史文化，不是

为了慕古复古，而是为了更完整地揭示、复原

秦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图景，力求还原中华

文明繁荣昌盛的源头活水，以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自秦文化课题启动以来，课题

组成员就从自然、社会、政治、历史等多角度，

辩证观察秦人、秦国、秦王朝的历史脉络、文化

路向和文明演进轨迹，《秦文化的天下观》《秦

文化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秦文化的甘肃源

流》《<诗经·秦风>产生地域初探》等阶段性成

果陆续发表，《关于加强我省秦文化研究和遗

产保护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大对礼县四角

坪秦代国家祭祀遗址考古保护力度的建议》等

建议案，得到省委省政府多位领导肯定和批

示。这些阶段性成果，与总研究成果相互支

撑，形成研究成果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有力

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掀

起了省内外秦文化研究的热潮。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研究

成果让人了解到秦文化不仅是让秦人得以

崛起的根和源，而且随着大一统秦王朝的建

立，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文化；不仅

影响中华文明两千余年，而且影响了人类文

明进程，已经积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之一。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省政协努力把秦文化研究引向深入

省政协秦文化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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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新时代政治协商工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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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嘉峪关市新城镇

1.89 万亩枸杞喜获丰收，种植

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晾晒

枸杞，确保颗粒归仓。近年来，

新城镇充分利用戈壁滩光照时

间长、祁连山水源充足、枸杞粒

饱色艳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枸杞产业，引导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助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图为群众趁着晴好天气

晾晒枸杞的场景。

本报通讯员 李奋荣 摄影报道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

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

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

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

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