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比如，夏

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

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

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要实施好“中

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

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要围绕

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公关，不断取得新突破。

——习近平

“秦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学术会议在兰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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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记者李 梁）9月 1日下午，十二

届省政协第47次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主席、党组

书记欧阳坚主持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省政协十二届二十次常委会议筹

备意见、“关于大力实施强县域行动激发县域经济

发展活力”调研工作情况汇报，讨论了《关于大力实

施强县域行动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建议案（讨

论稿）》，审议了《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会议

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

在听取相关汇报和大家的意见建议后，欧阳坚

指出，省政协十二届二十次常委会议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围绕实施“强县域”行动协商

议政的一次重要会议。他强调，要紧扣“大力实施

强县域行动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主题，对照省

委省政府实施“强县域”行动的部署要求，重点看各

地在认识上、谋划上、落实上和执行中有哪些新情

况、新问题，立足我省县域经济发展实际，把情况摸

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抓住关键“小切口”，做实

建言“大文章”。要认真做好会议筹备工作，进一步

细化实化工作方案，把细节考虑充分、工作做到位，

认真组织好委员大会发言、《建议案》审议、小组讨

论等工作，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确保会议圆满召

开。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政协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安排部署，按照省政

协《实施意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贯彻到政协文

史资料收集、整理、使用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好“存

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

省政协副主席陈青、德哇仓、马文云、王锐、郭

承录、康国玺、郭天康、霍卫平及秘书长王建太出席

会议，省政协党组成员袁占亭列席会议。

十二届省政协第47次主席会议召开

本报兰州讯（记者李 梁）经报请国家社科工作办同意，8
月 31日晚，甘肃省社科工作办在兰州组织召开秦文化课题成

果结项评审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中国国家

博物馆、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考古研

究所等9位专家参加评审。专家组评审认为，该研究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大历史观，视野宏

阔、立论严谨，是近年来秦文化研究少见的、有分量的研究成

果，现已圆满完成预期目标任务，达到国家社科项目结项标准，

同意通过评审。

专家组认为，甘肃省政协秦文化课题研究成果政治立场鲜

明、论述客观严谨，全面揭示了秦人的渊源和兴起，系统发掘了

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秦文化的特质进行了高度概括，科学

分析了秦国强盛与实现统一的文化因素，对秦文化的历史影

响、时代价值和重要启示进行了深入阐发，注重多学科联合攻

关，形成了更具说服力的观点和结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重

大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据介绍，自 2020年 12月开始，由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欧

阳坚牵头的秦文化研究课题组，整合省内外相关方面的力量、

资源，专题开展秦文化研究。2021年 2月，秦文化研究被纳入

省政协年度协商计划。2021年8月，秦文化研究被全国社科工

作办批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自课题启动以

来，课题组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秦文化进行了多角

度的解构，初步揭示了秦文化演进路径、内涵特质及其历史地

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先后形成了 21项阶段研究成果、1项

最终研究成果。研究编撰的《秦统一六国的文化原因》专著已

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

《甘肃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了原创性论文 20余篇，极大地提

升了成果的分量。同时，课题组通过政协《决策参考》向省委省

政府报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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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甘肃省委省政府等方面高度重

视。

秦文化课题研究成果圆满完成预期目标任务顺利通过评审

本报兰州讯（记者李 梁）8月31日下午，“秦文化与

中华文明探源”学术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 39次集体学习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讨“秦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欧阳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王嘉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

春法，省政协副主席陈青、王锐，省政协党组成员袁占亭

及秘书长王建太出席会议。

会上，王建太代表课题组介绍了研究成果。由甘肃

省政协主要领导牵头的秦文化研究课题，被全国社科工

作办批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经过2年多

的研究，完成了多项研究任务，取得积极、丰硕成果。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光明日报、陕西

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 11家单

位的秦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研究成果的学术价

值、秦早期历史文化研究进行了研讨。大家一致认为，研

讨秦历史文化，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学术界和甘肃

省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欧阳坚从甘肃秦文化的重要地位、秦文化的特质以

及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三个方面作了阐述。他表示，

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均已证明，甘肃是秦人发祥地，秦早

期文化形成于甘肃,甘肃是秦人建国的地方，秦在甘肃境

内已经初步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质，秦文化对我国大一

统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产生了开创

性、奠基性的影响。他建议，应将秦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纳

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计划地开展调查、发掘和整理工

作。

王嘉毅对研究成果给予肯定。他说，课题组研究成

果多、共识多，充分论证了甘肃作为秦文化的重要源流地，

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表示，

甘肃秦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富集，要更加重视秦历史文物的

保护和利用，大力推动秦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持续深入挖掘秦人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把甘肃打造成秦

文化研究领域的新高地。

欧阳坚出席并讲话 王嘉毅主持并讲话 欧阳坚主持并讲话

本报兰州讯（记者师向东）9月 1日上午，甘肃社会主义学

院（甘肃中华文化学院）举行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

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甘肃省委会主委郭天康出席并讲话。

郭天康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政策

100 周年，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隆重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当前，统一战线

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承载着独特的使命和价值。统一

战线广大成员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

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和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重要使

命、基本任务、关键作用，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

代。他指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要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

时刻把牢政治方向，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自觉心系“国之

大者”，不断增进团结奋斗的政治共识。要同中国共产党站

在一起，不断坚定接受党的领导的政治信念，矢志不渝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矢志不渝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矢志不渝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同中国共产党

干在一起，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扎实推进自身

建设，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不断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磅礴力量。广大学员要珍惜机会，学出信仰、学出才干、

学出担当，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

伟业之中，与中国共产党以“同心同德一戎衣”的情怀团结奋

斗。

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和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发言，学员代表作交流发言；新入学班次的

97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
郭天康讲话

在中国千年历史的长河里，朝代更迭浩若烟云。作为第一个

大一统王朝，秦帝国如同耀眼星辰，散发着穿透历史雾霭的熠熠

光芒。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是秦地军民一心的战歌；“振长策而

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是扫灭六合、一匡天下的豪迈；“族秦

者秦也，非天下也”，是王朝终结的喟叹。

关于秦，总有太多话要说，总有太多思考萦绕心头。秦人从

哪里来？秦早期在哪里活动？其文化特质是什么？近年来，甘肃

省政协深入研究秦早期历史文化，组织开展“秦文化对中华文化

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研究”课题，形成了一批有分量、有观点的重

要成果。

此刻，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金秋时节，黄河之畔，金城

兰州，由甘肃省政协、甘肃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秦文化与中华文明

探源”学术会议上，八方学者相聚于此，共同研讨秦历史文化，以

期进一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研究秦文化，甘肃责无旁贷”

秦人自陇上而来，甘肃是秦人的发祥地。公元前八百余年，

一位善于养马、曾为商王驾车的人，因“遂世有功”被封为诸侯。

在后世，他被奉为“秦”的开国君主。经考古发现，早期秦人的生

活所在地，正是今天甘肃东南部的渭河流域与西汉水流域。

“甘肃在秦史和秦文化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在

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学术合力方面，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本次

学术会议的召开，必能进一步健全协作机制，把秦文化研究引向

深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秦文化相关藏

品。其中，秦国最高等级礼器——秦公壶、秦公簋，均来自甘肃。

秦公簋上铸有铭文105字，出土后引发了学界研究秦史的热潮。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显示，甘肃东部秦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对

全面复原秦早期历史以及深入认识秦人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

展所作贡献，将产生积极意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二级教授

赵丛苍以礼县西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基础，作了题为《寻找最早

的秦城》的发言。

秦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嬴秦的族源一直是核心问题，自20世

界三四十年代起，学术界就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即“西来说”

和“东来说”。 本次会议上，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汪受宽

以五类十种证据进行论证，经过文献证据、考古证据、文物证据、

姓名学证据、地名学证据的层层推进、相互印证，详细论证了嬴秦

东来说。 （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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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记者邱瑾玉）9月1日下午，省政协

主席、党组书记欧阳坚主持召开十二届省政协第74
次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

落实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湖北武汉、新疆、辽宁等

省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宣

传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

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数据基础

制度建设、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开展科技人才

评价改革、强化大型支付平台企业监管等工作作出

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战略性、针对

性和指导性。省政协要结合自身实际，重点围绕全

面提升数字政府集约化建设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深化科技和人才体制改革、

加强金融平台企业的监管等方面，做好调查研究和

建言谋策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北武汉、新疆、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

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围绕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科技自立自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我省对口援疆工

作等重大问题，更加精准高效地组织好各项协商议

政活动。全省政协系统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

自觉用习近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两个《纲要》纳入学习计划，

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切实推动

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确保学习

取得扎实成效，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更好的履职成效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陈青、王锐、郭承录、康国玺、袁占亭、王建太出

席会议，德哇仓、马文云、郭天康、霍卫平列席会议。

十二届省政协第74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欧阳坚主持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