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新闻3
2024年 2月 2日 星期五

主编：钟夏莲 责编：王媛 邮箱：xzrbshizheng@163.com

在上海豫园体验中国传统技

艺，在当地中学与中国同龄人相识

相知，在复旦大学追寻中美交流的

历史足迹……

1 月 26 日至 29 日，作为习近平

主席的小客人，美国马斯卡廷中学

学生代表团一行 24 人在上海参加

“体验上海·知行中国”2024 年中美

青少年联谊活动，实地感受中国的

城市魅力和传统文化。

去年 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

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

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主席在欢

迎宴会上发表重要演讲时宣布，中

方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国青少

年来华交流学习。今年 1 月 4 日，

习近平主席复信美国艾奥瓦州友

人萨拉·兰蒂时表示，欢迎马斯卡

廷的学生们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1 月 24 日，马斯卡廷中学学生

代表团应邀抵达北京。小客人们

逛故宫、爬长城，随后前往河北石

家庄外国语学校，以“语伴”结对的

形式和当地学生交流互动。

“长城是我最喜欢的景点，有

机会还会再来。”马斯卡廷高中一

年级学生扎耶·吉夫蒂·瓦耶说。

26 日抵达上海后，马斯卡廷中

学的学生们加入到中美青少年联

谊活动中来。

在 上 海 中 心 ，马 斯 卡 廷 高 中

二 年 级 学 生 梅 茜·雅 姆·海 斯 感

慨：“从高楼顶端俯瞰上海真是太

壮观了！”

在豫园，同为二年级学生的凯

尼亚·洛佩斯对糖人制作技艺情有

独钟。她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

吹出了一只小狗形状的糖偶。“整

个制作过程非常有趣，对我来说是

新鲜的体验。老师很耐心地指导

我们，我尝了一下糖偶，味道也不

错。”她说。

瓦耶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制作

的香囊：“我在里面放了碾碎的橘

皮、柠檬等，我会把这个香囊带回

去保存起来。”

学 生 们 还 来 到 复 旦 大 学 ，在

美国研究中心观看复旦大学对美

交 流 图 片 展 ，了 解 中 国 古 籍 装 帧

与 修 复 技 术 并 体 验 古 法 制 作 纸

张 ，还 参 观 了 历 史 建 筑 相 辉 堂 。

1984 年 4 月 30 日 ，时 任 美 国 总 统

里根在这里发表演讲。活动现场

播 放 了 当 年 的 实 况 录 像 ，回 顾 这

一历史时刻。

“我体验了造纸术，用锤子打

纸浆很有趣，我了解了中国古代造

纸的过程。”马斯卡廷高中一年级

学生纳塔莉·安妮·保尔森说。

在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校

民乐团为远道而来的朋友准备了

《步步高》等中国传统乐曲演奏表

演。两国学生还分为四组，围成圆

圈席地而坐做游戏，根据手中卡片

的提示分享彼此的兴趣爱好。两

国学生你一言、我一语，在交流互

动中增进友谊。游戏过后，学生们

还体验了剪纸、编中国结、包春卷

等传统习俗。

“我很高兴能结识中国朋友，

之前我在石家庄认识了我的第一

个 中 国 朋 友 ，她 的 英 文 名 字 叫 露

西。虽然有时会有语言障碍，但不

妨碍我们沟通交流，我们还想出了

画画这样有创意的沟通方式。”海

斯说。

“ 来 中 国 之 前 我 就 下 载 了 微

信，我听说中国人广泛使用这个社

交软件，我也留下了中国朋友的联

系方式。”瓦耶说。

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初三

学 生 谢 天 翼 担 任 活 动 英 语 主 持 ，

她说：“此前印象中，美国学生比

我们外向一些，但实际接触下来，

才 发 现 他 们 也 是 性 格 各 异 ，希 望

他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段经历分享

给朋友。”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中美学

生分组参加书法、机器人和舞龙体

验活动。

“ 机 器 人 体 验 是 我 最 感 兴 趣

的。我会一些简单的编程，很高兴

能看到中国是怎样发展科技的。”

海斯说。

“中国传统文化令人着迷，我

很享受体验的过程。”带队来访的

马斯卡廷初中校长珍妮弗·李·弗

里德利说，她在豫园写下“福”字，

在复旦附中又参与了书法小组的

活动。

弗里德利说：“两国学生已结

下深厚友谊，他们找到了彼此之间

的相似之处。我感觉中国学生很

好相处，他们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

傲。”

“我们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

请我们参加中美学生交流项目，对

此深感荣幸。邀请 5万名学生来到

中 国 ，其 意 义 已 无 法 用 语 言 来 形

容。我想中国用这种方式真正展

现了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悠久的文

化传统。年轻人代表着未来，对他

们的关怀也是对世界最高形式的

爱。”弗里德利说。

29 日晚，随着夜幕降临，小客

人们登上游轮，参加中美青少年联

谊活动总结大会。两国青少年代

表上台分享联谊活动的收获并参

加联欢表演。船外江风习习，舱内

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中，彼此依依

惜别，播下友谊的种子，相约来日

方长。

（新华社上海 2月 1日电 记者

杨恺 王翔 陈杰 吴振东）

习主席的小客人们这样看中国
新华社记者

博物馆内，熙熙攘攘的游客感

悟中华文明的魅力；美术馆中，南

来北往的人群领略艺术创作的风

采；大街小巷，烟火气不断升腾，年

味越来越浓……新年伊始，华夏大

地涌动着文化的热潮，铺展开振奋

人心的图景。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

厚滋养。”江流万里，绵延不绝；文

化如水，润物无声。拥有五千多年

历史的中华文明静水深流，始终如

春风化雨浸润亿万人心、滋润百姓

心田。

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

产党始终以高度文化自觉，重视发

挥文化工作成风化人作用。革命

战争年代，一张张《红色中华》《红

星》报，一出出生动的活报剧，激发

“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力量。社会

主 义 建 设 时 期 ，人 们 读 着《创 业

史》，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心潮

澎湃投入建设大潮。改革开放新

时 期 ，大 家 听 着《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读着《平凡的世界》，看着《渴

望》，满怀热情投入时代洪流。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新

时代，我们坚持在文化的轴线上把

握历史、现实与未来，汲取文明滋

养和时代的精华，激荡起新征程上

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

浙江良渚古城遗址、甘肃敦煌

莫高窟、山东曲阜“三孔”、福建武

夷山……一处处世界遗产勾勒出

中华文化的绚烂图景；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辽宁辽沈战役纪念馆、安

徽渡江战役纪念馆……一个个红

色地标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从《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编纂出版，到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等文

化殿堂相继落成，中华文化的璀璨

星空蔚为大观。今天，中华民族的

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

断增强，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

气更强。

文 化 ，是 凝 聚 人 心 的 精 神 纽

带 ，也 是 增 进 民 生 福 祉 的 关 键

因 素 。

《流 浪 地 球》《长 津 湖》《山 海

情》《觉 醒年代》等影视作品兼具

历 史 厚 重 与 现 实 关 怀 ，从 银 幕 到

荧屏精彩纷呈；《人世间》《雪山大

地》等 文 学 作 品 折 射 波 澜 壮 阔 时

代变迁，字里行间展现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典籍里的中国》《中国

诗词大会》《唐宫夜宴》等电视节

目广受青睐，全民阅读、文旅融合

深入推进……人民徜徉在饱蘸时

代 精 神 的 文 艺 作 品 海 洋 中 ，精 神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中华文

化正展现出更旺盛的生命力、更强

大的感召力。如今，矢志复兴的中

华民族，又一次踏上新征程。翻开

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的重大部署催人奋进。

迈向光明宏大的未来，眺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前景，沐浴

文明辉光，凝聚精神力量，继续把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

进，我们信心百倍、力量十足。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春风化雨润人心
新华社记者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

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

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推动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激发

精神力量。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借鉴人

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沛养分，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
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

2022 年 2 月 20 日，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当焰火在“鸟巢”上空打出“天下

一家”中英文字样，古老的中国智慧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交

融，带给世界深深的感动。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

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

的开放胸怀。

中华民族历来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

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历史上，中华民

族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

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

盛唐气象。

2019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议召开的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

体系”“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

处变中不断升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

神气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中

国的文明观，道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密码。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

界的。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中 华 文 明 正 以 更 加 博 大 的 胸 怀 拥 抱

世界。

敦煌，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2019 年 8 月，习

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察，首站即来到敦煌莫高窟。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

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

明的优秀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

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

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谋远虑、身体力行，推

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

2014 年 4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

院发表演讲，以“茶酒”妙喻文明的多彩共生：

“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

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

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

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真诚倡导“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鉴准则，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也深知文明交流互

鉴的重要意义。

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

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千年古都迎来一场历史与未来交融

的盛会。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见证了中国同中亚国家两千多年的深厚友谊。千百年来，中

国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创造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书写了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说。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

过去，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今天，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从古丝绸之路和丝路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硬联通”到“软联通”“心联通”，翻开各国

文明融合共生的时代新篇。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

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

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

2023年 2月 20日，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成立仪式在希腊雅典举行。

“我们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深入了解和把握各种文明的悠久

起源和丰富内容，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中希文明蕴含的价值观、世界观、宇宙

观、人生观、科学观、文化观等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一定能够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精神指引。”成立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希腊学者的复信令各界倍感振奋。

“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
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023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向世界郑重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

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新时代的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又一重要国

际公共产品，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对解决人类文明面临的共同挑

战、拓展人类文明进步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前提条件——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

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面对个别国家炮制“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大搞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强调尊重文明

多样性，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各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指引——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01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

对抗。全人类共同价值直面当今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问题，在求同存异、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基础上形成

价值最大公约数，为人类选择正确道路提供科学思想指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价值共识。

“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

红海之滨，中沙联合考古队“唤醒”沉睡千年的历史遗迹，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提供了考古

实物资料；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中埃联合考古队让神庙实地景象和出土文物重现于世人面前……

近年来，中国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

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携手点亮文明交融之光。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不同文明相遇相知构建方式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

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等一系列人文交流活动让世界看到中国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真诚意愿和切实行动。

今天，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前途命运和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将同世界上多姿多彩的不同文明相互成就，共同开辟人类

文明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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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1月 28日，美国马斯卡廷师生在上海豫园九曲桥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紧接第一版） 要完善预警响应联

动机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

网等多种媒体，多渠道、广覆盖、多

频次发布预报预警和防灾避灾信

息，强化应急响应、转移避险等重

要措施的跟踪反馈核实，实现全流

程闭环管理。

三、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工

作。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有

关 部 门 要 主 动 靠 前 ，加 强 组 织 领

导，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进一

步细化预案，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有 序 开 展 各 项 防 雪 防 冰 防 灾 工

作。立足各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

况，把保安全、保运输、保民生放在

突出位置，确保责任到位、人员到

位、物资到位、措施到位。加强应

急演练，备好除冰剂、融雪剂、防滑

料等抢险物资和棉衣、棉被等救灾

物资，提升抢险救援救灾能力。全

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有关方

面要及时有力有序开展应急抢险

救援，迅速调拨救灾款物，开展救

灾救助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可能造

成的损失，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

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温暖

住所、有病得到及时医治，保障好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四、确保交通运输安全通畅。

交通运输、发展改革、铁路、民航等

部门和单位要细化落实灾害性天

气应对措施，统筹安排运输能力，

加大挖潜提效力度，确保交通路网

畅通。特别要针对春运高峰，加强

调度，及时调配运输工具和人员，

及时发布航班、车次调整信息，引

导旅客合理出行、有序流动，将雨

雪 冰 冻 灾 害 造 成 的 影 响 降 到 最

低。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要及时

除冰除雪，加强交通路况巡查。铁

路部门要充分考虑雨雪天气因素，

加大运力配置力度，确保旅客及电

煤等重要物资运输。民航部门要

针对暴风雪、大雾、霜冻可能造成

的影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确保

飞行安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密切协调配合，妥善安排好滞留旅

客和司乘人员服务工作，维护良好

交通运输秩序。

五、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正常运

行。提高煤电油气供应能力，开展

骨干电网、通信网络、油气水暖等

设 施 安 全 检 查 ，强 化 抢 险 救 援 准

备，做好能源、通信保障和保暖保

供。生产经营单位和相关责任人

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落实落细低

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措

施。要指导农业经营主体做好农

林作物、牲畜的防寒防冻和冻后救

助 工 作 ，尽 快 恢 复 受 损 的 蔬 菜 大

棚、禽畜栏舍等生产设施，保障蔬

菜及鲜活农副产品的供应。突出

重点工程冬季建设安全生产管理，

督导工地营地开展隐患排查，严密

防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事故。加

强重要民生商品的产销保供，加大

对餐饮住宿、景区门票、日常生活

用品等民生重点领域价格监管力

度，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强化民生

兜底保障，做好冬春救助和低保、

临时救助、困难帮扶等机制有序衔

接，确保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六、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始终

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

实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加

强对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品、烟

花爆竹、建筑施工、特种设备、旅游

景点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管理

和监督。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项

硬措施，严格落实“九小场所”、多

业 态 混 合 经 营 场 所 、易 燃 易 爆 场

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安全

防范措施，压实基层消防安全监管

责任，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

治理，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七、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

送。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领导

干部在岗带班、24 小时专人值班等

制度规定，加强一线值班力量，落实

落细各项应急准备措施，确保第一

时间响应、快速高效处置。密切关

注本轮及春节前后雨雪天气发展变

化情况，紧盯险情灾情，加强突出风

险隐患分析研判，一旦发生重大突

发事件，严格落实报告信息的要求，

坚决杜绝迟报漏报谎报瞒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