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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自古就是多元文明交汇的路
口。汉、匈奴、鲜卑、回鹘等多民族在这里
生活，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并存。

带着这样的多元基因，自20世纪50
年代起，敦煌就开始了国际交流合作，
引进外国专家，并在海外举办敦煌展
览。其中，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
研究所的合作持续30多年，成为我国文
物工作国际合作的典范。双方积极合
作、共同研究，不仅使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得到很好保护，还推动了行业标
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

“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尤其是
改革开放后的快速进步，离不开我们秉
持开放态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通过吸
收先进经验，我们的研究保护水平很快
接轨国际。”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进一步加快

“走出去”步伐，专家多次前往伊朗等
国，开展丝绸之路古遗址的调研和交
流。“从巴米扬到敦煌”“阿旃陀与敦煌”

“从波斯波利斯到敦煌”“从撒马尔罕到
敦煌”等系列研究班，持续探究敦煌与
丝绸之路的联系。相关工作不仅增进
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更让不同文
明的研究遥相呼应、相互促进。

一个多月前，在甘肃敦煌举行的
“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敦煌研
究院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相关文博机构签署备忘录。

“中国的仪器分析技术达到了非常
高的水平，斯里兰卡在壁画传统技艺方
面也有很多经验，希望双方能实现更多
合作交流。”来自斯里兰卡的考古学家
贾纳尼·纳马尔·塞内维拉特内说。

一批来自阿富汗的考古领域官员
学者也来到敦煌调研。已两次访问
敦煌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古币馆馆
长马耶尔·阿卡·卡瑞米说，中国的文物
保护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令他受益匪
浅，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阿富汗自
己的文物数字化系统，也期待合作开展
人才培养。

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不仅促进敦煌
文物事业快速发展，更唤起不同国家、不
同民族的人们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热
爱，有力推动了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

“保护各国灿烂文化是人类共同的
价值观。”苏伯民说，敦煌研究院将依托
在壁画彩塑保护、岩体加固、夯土建筑
保护等方面的技术优势，继续深化与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保护人类共
同的文化记忆。

社会组织活跃在基层社会治理一
线，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介绍，全国各
类社会组织已经达到88.3万个。

在助力科技创新方面，民政部积
极培育发展科技类社会组织，目前全
国大约有 2.4 万家社会组织活跃在科
技和研究的一线领域，其中 530 家在
民政部登记。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
民政部动员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社

会组织与 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开展结对帮扶。截至目前，已经
引导全国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共参与实
施了乡村振兴项目近 3 万个，投入资
金超过350亿元。

近年来，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
关注度、讨论度和参与度越来越高。

据了解，目前全国登记认定的慈
善组织超过1.5万家，公益慈善在乡村

振兴、科教文卫、生态保护、应急救援
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以来，
各类慈善组织向重点受灾省份捐赠款
物近30亿元。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
刘喜堂介绍，下一步，将聚焦贯彻落实
慈善法，坚持“一手抓促进、一手抓监
管”，从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慈善监管、
完善引导支持机制三个方面推动公益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既要研究制定
推进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文件，为公益慈善行为定制度、立规
矩；也要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加
快构建慈善行业综合监管机制；还要
传播现代公益慈善理念，特别是要会
同有关部门落实各项税收优惠和激励
扶持措施，不断创新和拓宽慈善参与
渠道。

强化基本民生保障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

如何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老年人怎么实现“家门口”养老？民政工作如何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3日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了相关热点问题。

社会救助工作是纾民困、惠民
生、促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事关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

民政部部长陆治原在发布会上
表示，民政部把保障民政服务对象
特别是广大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
权益作为首要任务，着力保基本、
兜底线、防风险、促发展。近年来，
我国建立了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
系，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加强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及时做好预警和救
助帮扶。

要实现兜好底，就需要靶向救
助，做到精准施救。

陆治原介绍，民政部和有关部
门加强信息共享，运用数据比对，特
别是运用“大数据+铁脚板”，推动社
会救助实现“人找政策”与“政策找
人”相结合。民政部还指导地方按
照“缺什么补什么”，规范落实医疗、

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同时
部署开展全国服务类社会救助试
点，健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衔接
机制，更好满足困难群众多层次、差
异化救助需求。

残疾人是特殊困难的群体，需
要 格 外 关 心 、格 外 关 注 。 我 国 有
8500万残疾人，持证的有 3800多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残
疾人专项福利制度。截至今年 8月，
已惠及 1191 万困难残疾人和 1607.4
万重度残疾人。民政部社会事务司
司长王金华介绍，下一步将指导各
地完善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
步提高补贴标准，减轻生活困难残
疾人、重度残疾人及其家庭负担；优
化补贴申领方式，强化“跨省通办”

“全程网办”“主动服务”等便民服务
举措。

截至 2023年底，我国 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达 2.97亿。

陆治原在发布会上介绍，近年
来，民政部聚焦群众养老服务需求，
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初步建立了
我国养老服务制度体系，推动养老服
务出现四个转变。“一是从服务特殊
困难老年人为主向服务全体老年人
转变，二是从政府供给为主向政府、
市场、社会多元供给转变，三是从机

构养老为主向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转变，四是从兜底保障、生活照料向
更有质量的医养康养相结合服务转
变。”陆治原说。

助餐是老年人排名靠前的服务
需求。一些老年人尤其是高龄、空
巢、独居、失能老年人，面临着做饭
难、吃饭难的问题。据介绍，近年来，
我国老年助餐服务取得了积极成效。

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介绍，今年

中央财政安排 3 亿元引导资金，支持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各地结合自身财
力和实际情况，为老年助餐服务提供
优惠措施。各地服务网络不断拓展，
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十五分钟老年
助餐服务圈。此外，我国老年助餐模
式日益丰富，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养
老机构+助餐、社会餐饮+委托服务、
社区食堂+老年餐桌、中央厨房+专
业配送、线上平台订餐+线下送餐、餐

桌+课桌等模式。
据了解，下一步，民政部将顺应

绝大多数老年人居家养老的习惯和
意愿，培育建好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助医、
助急等上门服务；发挥社区养老服务
依托作用，发展社区日间照料、社区
老年食堂、康复护理等为老服务项
目，让老年人实现在“家门口”就可以
养老。

筑牢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安全网 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慈善力量作用

新华社记者：高蕾、胡梦雪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古老敦煌气象新
——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回眸

“看了这些文明之光、艺术之光，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时指
出。他希望文物工作者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更大贡献。

5年前的初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并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勉励敦煌文物工作
者，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80年前，敦煌研究院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
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敦煌研究院也逐步成为
管理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航母”。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走进敦煌石窟监测中心，打开甘肃
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敦煌莫高窟等
6座石窟的旅游开放状况、文物保护现
状、洞窟本体及微环境监测等内容尽收
眼底，相关动态实时更新。

最远的庆阳北石窟寺，距离莫高窟
超过 1500公里。为了更好掌握风对洞
窟的影响，莫高窟风蚀气象站可提供离
地面 10厘米至 200厘米共五个高度的
风速，数据之细令人惊叹。

敦煌石窟监测中心主任王小伟介
绍，“风险监测—综合预报—提前预警
—及时处理”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模
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因素
对遗产造成的危害，实现变化可监测、
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可提前。

在石窟寺得到精细管理的当下，回
首 80 年前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初创之
时，更能感受沧桑巨变、体悟前辈艰辛。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大
漠中成立。那时，莫高窟已荒废近400
年。流沙从崖壁顶部倾泻而下，上百个洞
窟被掩埋。壁画大块跌落，砸烂在地上。

首任所长常书鸿那时还不满 40
岁，曾是留法 9 年的艺术家、国立北平
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既绚烂又凋敝
的敦煌石窟，令他情牵不已、奔赴至
此。在他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有识之
士告别优渥生活，投身大漠。

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这些
手握画笔的年轻人，几乎用双手清除了
300多个洞窟内堆积数百年的积沙，修
建了千余米长的围墙，敦煌文物保护就
此起航。

唯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心
底的深情，才能解释这场逆行。

已年过九旬的李云鹤，是莫高窟第
一位专职修复师。回顾初见敦煌时壁

画如雪花般掉落的场景，他说：“面对
千年前绘制的壁画，不禁感叹古人的
才华。但当看到壁画、彩塑损毁严重，
我心如刀绞。菩萨缺鼻子、少嘴唇就
不美了。”

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
环境模拟实验室 2020 年底投运，可模
拟零下 30 摄氏度到 60 摄氏度、10%至
90%相对湿度的环境，助力实施更有针
对性的保护措施；截至 2023 年底已完
成 295 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数字
敦煌·开放素材库”等平台进一步拉近
敦煌与大众的距离……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敦煌
研究院以 80载奋斗逐步成为我国文物
保护的先行者，壁画、土遗址保护等领
域的理念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这
些从敦煌走出的技术，已应用在 500余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中。

今年 8月，汇集全球范围内敦煌学
研究成果与相关一手资料的敦煌学研
究文献库上线。

这一涵盖敦煌研究院馆藏手稿、
敦煌历史影像资料、近现代以来国内外
学者敦煌学研究成果等内容的数据库，
为全球学者开展系统性研究提供有力
的学术支撑。

如今，敦煌研究院这处全球最大的
敦煌学研究实体，正以开放姿态推动
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共兴”。此前建
成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和敦煌遗书数
据库，已实现部分洞窟及藏经洞文献的
共享。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
目正在加紧进行，助力敦煌数字资源全球
共享。”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

以敦煌石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等为
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发轫于 20 世纪初。
因大部分文物流失海外，敦煌成为“吾

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到 20世纪 80年
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
法刺痛着中国学者的心。

“守着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所作
为。静下心来，埋头苦干，让成果说
话。”段文杰等一批敦煌学者不甘落后、
奋起直追。为临摹一幅唐代壁画，段文
杰翻阅100多种资料、摘录2000多张卡
片，所写敦煌服饰的学术专著丰富了我
国古代服饰研究。

随着《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等一批学术成果的集中涌
现，“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被扭转。

进入 21 世纪，敦煌学研究不断发
展，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遗书研
究、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少数民族
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如总规模 100 卷的《敦煌石窟全
集》，旨在形成敦煌石窟最全面的资料、
最科学的档案。2011年出版的第一卷，

成为我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
告。今年初，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
字的第二卷出版。

不仅大量基础研究得到夯实、前沿
问题实现突破，敦煌研究院还经常组织
国际学术会议，积极引领世界多国的学
术机构共同开展敦煌学研究。

9月21日至22日，在“创新与发展：
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学术研讨会上，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巴基斯坦等 9个
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共话敦煌学
进展。带着新论文，日本筑波大学艺术
学系教授八木春生再次来到敦煌。“现
在相关研究书籍、影像等资料很丰富，
但只有来到敦煌，才感觉回到敦煌学的

‘家’。”他说。
从昔日的叹息，到如今国内敦煌学

研究一马当先，在一代代敦煌学者的不
懈努力下，有“国际显学”之称的敦煌学
活力持续迸发。

石窟保护：从“流沙地”到“先行者”

学术发展：从筚路蓝缕到一马当先

交流互鉴：在“引进来”“走出去”中实现美美与共

新华社文字记者：宋常青、张钦、张玉洁 新华社图片记者：郎兵兵
新华社兰州9月23日电

2024年6月7日，游客在莫高窟参观游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