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新闻 32024年1月15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丁晓范 孟见 编辑：高辉 责任校对：咸军 时事新闻 32024年3月15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张怡婷 孙勇 编辑：高辉 责任校对：咸军

去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 《携手同行现
代化之路》 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
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
倡议以深邃思想洞穿文明在各国现代化
进程中的独特力量，深刻揭示了各国文
明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价值以及
文明互鉴对人类进步发展的重大意义，
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没能给广
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希冀的现代化图景，
甚至往往因为西方模式的强行“植入”
造成整个国家机体紊乱乃至崩溃。“现代
化不等同于西方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多年来“痛”到深处的领悟。发展和现
代化从何而来?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

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现
代化不是无本之木，各国现代化路径应
基于本国国情，顺应民情，回归各国文
化主体性，从各自历史文化中发掘智慧
并结合现实去探索。吉尔吉斯斯坦前总
理朱马尔特·奥托尔巴耶夫认为，在传
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的同时，需要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使之能够为解决现实问
题提供智慧指引，“在这方面中华文明展
现了强大生命力”。

中国有数千年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经
验，其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
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
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脉形成过程为世
界文明包容互鉴提供了生动样本。和衷
共济、协和万邦，中华文明的价值传承
为解决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矛盾和
问题提供了和合的智慧。伊拉克共产党
总书记拉伊德·法赫米认为，中国的文
明观源自延续至今的和合文化，和合共
生、相互借鉴才是文明间正确的相处方
式。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各国打破文明
隔阂、化解地区争端提供了理念指引。

正是基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
运、基本国情，中国找到了适合自身特点

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
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为世界提供了西方范式之外的全新
选择，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自信走自己
的发展道路起到了鼓舞和启迪的作用。

中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
合性，这种高度的契合性为二者结合，
进而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提供了可
能。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五千年的文明
传承，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
果，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推动
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困境都可以在
所谓“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文
明优越论”中找到问题的端倪。实际
上，文明差异不仅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
的根源，反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中国自古主张“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
物和谐相处则万物生发。

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全球
文明倡议高举文明的火炬，倡导文明交
流互鉴，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寻求智
慧、凝聚力量，推动破解人类共同面临
的各种挑战，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对人类
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与责任担当。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年来，中国积
极打造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平台，构建全
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有力促进了不同
文明的相互理解和学习互鉴。良渚论
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第三届文明交
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等
会议成功举办；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
盟、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成立；与多
国共同举办“文化和旅游年”、开展经典
作品互译；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让
世界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同时也促进
了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和
成果。礼敬传统又善于创新，有坚定的
文化自信又兼收并蓄，让文明之光引领
各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各具特色
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
的时代洪流，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以文明之光照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新华社记者 李蓉

3月13日，在黑龙江省众为农机有限公
司后院，工作人员测试一款高速气吹电驱播
种机控制系统。

时下，“北大仓”黑龙江省正值备春耕
时节，农机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满
足市场需求。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的应用、新型播种机的推广，使
农机生产“科技范儿”十足。智慧农机，科
技备耕，成为今年春耕生产的新风向。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北大仓”春耕新风向：

智慧农机 科技备耕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2024年3月5日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单行本和视频图文版，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电
子书、有声书等融媒体出版物也已在多家网络平台上线发布。

为方便广大读者更好学习掌握《政府工作报告》精神，人民
出版社和中国言实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同步出版发行。

《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和视频图文版等
融媒体读物及学习材料出版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表示，将研究几个工会组织针对中国补贴造船厂的请愿书。对
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4日说，中方坚决反对无视世贸
组织规则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何亚东说，美方有
关组织对中方的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已有多份报告指出，美
国造船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过度保护。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得益
于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美方
将自身产业发展问题归咎于中国，缺乏事实依据。

“我想强调的是，美‘301 条款’系典型的单边主义措施，
违反世贸组织基本原则，是对多边规则的公然无视和破坏。美方
此前采取的对华‘301条款’措施已被裁定违反世贸规则。”何
亚东说，希望美方谨慎决策，不要重蹈覆辙。中方将密切关注有
关进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商务部：

坚决反对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 邹多为） 作为现代服务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家电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13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根据初步测算，2023 年，家电服务业总体规模近万亿元，
活跃法人单位数约10万家，服务收入及盈利增长已超过制造和
销售行业。

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家用电器服
务维修协会副会长赵捷13日在3·15家电服务业消费者权益革
新大会上表示，随着数字化平台加快建设和配件仓结合配件物流
体系在各地建立起来，我国家电企业可以通过系统调度将消费者
诉求精准到每一位服务工程师，从而保障一次上门即可完成服
务，在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的同时，也降低了服务成本。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会长刘秀敏表示，近年来，我国
家电服务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显现出一些新特点，比如消费者权益
保护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国家政策性保护明显、企业责任明
确、政府监管和社会组织监督力度大等。新一代消费主流群体呈
现出的消费更加理性、选择更加多样性、体验式场景化和个性化
等趋势，也推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向消费者权益革新转变。

家电产品是提高生活和工作质量的载体。刘秀敏表示，消费
者对服务的需求必将促使家电服务业和企业重视维修性技术和保
障性技术以及新的技术和管理手段。

2023年我国家电服务业
总体规模近万亿元

新华社香港3月14日电 （记者 谢妞） 香港特区政府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 14 日举办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活动启动仪式，
公布工作计划和重点活动。该办公室将于今年4月成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3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弘
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专责策划及举办推广中华文化和历史的活动。

启动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
致辞表示，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肩负重要使命，通过利用康文署
内部与中华文化和历史相关的丰富资源，策划多元化节目，弘扬
中华文化，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兴趣。同时它也会
联同社会上不同群体，宣扬中华文化，推广爱国主义教育，提升
市民的国民认同及文化自信。

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的主题标志也在活动上公布，是一个由
红色立柱和绿色斗拱结构两种元素构成的“華”字。“斗拱是中
国传统建筑独有的结构，以此为设计元素，标志着特区政府弘扬
中华文化的使命。”刘震说。

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伍志和介绍未来工作重点时表示，弘
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成立后，每年将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专
题展览，以及超过50项推广中华文化和历史的活动，预计每年
将有超70万人次参加。

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首个活动将于4月至7月在香港历史博
物馆举办，展题为“天地之中——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此
外，将推出体验式培训的“博物馆馆藏与岭南文化”活动、“历
史开箱”工作坊等，学生可以近距离感受博物馆藏品，深度了解
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每年还会举办“中华文化节”等
活动。

伍志和表示，每年举办的中华文化节届时有超过 100 场活
动，相信会成为香港重要的年度盛事。特区政府也正策划博物馆
介绍国家发展及成就，以及在九龙公园设“中华文化体验馆”，
弘扬传统文化。

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
将于4月成立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 刘诗平 张晓洁） 水利
部副部长刘伟平14日表示，我国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
衡配置，科学推进实施以南水北调工程为代表的重大跨流域、跨
区域引调水工程，全国水利工程供水能力超9000亿立方米。

刘伟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家水安全保障进展成效
新闻发布会上说，10 年来，我国治水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其中，加快国家水网建设，促进了水资源与
人口经济布局相均衡。

据介绍，10年来，我国加快推进灌区建设，新增改善灌溉
面积约3.6亿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1.5亿亩，耕地灌溉
率达55%，为粮食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推进农村供水高
质量发展，如期全面解决17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
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

我国水利工程供水能力
超900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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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愿提出
全球文明倡议。”

2023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
球文明倡议。

着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
国人民相知相亲、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年来，中国和国
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各国人文交流、文
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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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
践路径

“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国
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共同推
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当地时间 2023 年
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出席美国
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
时，指明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的要旨所在。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乘坐在同
一条大船上。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全球性
挑战，各国理应超越历史、文化以及地缘
和制度的差异，共同呵护好、建设好这个
人类唯一可以居住的星球。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中国方案。

为破解发展难题，习近平主席 2021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首提全球发展倡议；
为应对持续复杂变化的国际安全局势，习
近平主席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着眼人类文
明进步，习近平主席2023年3月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自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彼此呼应、相辅
相成，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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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用四个“共同倡导”对
全球文明倡议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为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指明路径。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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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谱写万
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创造
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当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的全球文明
倡议应时而生。

全球文明倡议既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
的客观现实，又努力寻求各种文明间的最
大公约数；既重视文明传承，又鉴往知
来，合力探索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
络，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各国人
民相知相亲。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说，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
议，为世界提供了重要公共产品。当这些
倡议被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人们所接受时，
一条通向共同繁荣的道路就出现了。

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注入中国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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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5 月 18 日晚，习近平主席和
夫人彭丽媛在陕西省西安市大唐芙蓉园为
出席中国－中亚峰会的中亚国家元首夫妇
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深厚的历史渊
源、悠久的文明传承、共同的伟大梦想，
将中国同中亚五国团结在一起。

“中亚国家高度评价并愿积极践行中
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
全球文明倡议”……中国－中亚峰会发表
的 《西安宣言》，折射出中国理念的广泛
影响力。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年来，中方积极
致力于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
互信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
明百花园。

促 进 心 与 心 相 通 ， 启 人 文 交 流 新
篇——

中国广州，古琴演奏《流水》余韵悠
长，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

正式会晤，共话“高山流水觅知音”的相
处之道；

美国旧金山，面向美国友好团体，习
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
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越南河内，习近平总书记同越共中央
总书记阮富仲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
好人士代表，强调中越友好的根基在人
民、未来在青年……

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
平主席身体力行，致力促进世界各国的相
互理解与信任，夯实各方友好合作的民意
基础。

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亚洲文化
遗产保护联盟大会……一年来，中方不遗
余力为不同文明平等对话搭建平台，奏响

“软联通”“心联通”的交响乐，契合着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激扬起消弭误解隔阂、增
进民心相通的合力。

尊重文明多样性，彰显开放包容胸
怀——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
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
界更加丰富多彩。

面对个别势力炮制“文明冲突论”
“文明优越论”等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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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指出，

“多样文明和谐发展是地区国家人民的美
好愿景”；

主持中国－中亚峰会，习近平主席指
出，“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文明
互鉴”；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
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弘扬海纳
百川的精神，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
合共生”……

俄罗斯知名东方学家扎哈罗夫表示，
中国提倡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
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不寻求将其思
想变成所有人的教条。

“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倡议合作，

促进不同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破
交流壁垒，赓续人类文明的薪火。”习近
平主席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
式上的致辞，彰显中国的大国胸怀。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点亮文明交融之
光——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无价之宝。”2023
年金秋，漫步于燕山脚下的中国国家版本
馆中央总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通伦发出赞叹，感慨中国对
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视。

文明，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
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
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今天的中国，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
气象新作为。这一年，中国同各国携手，
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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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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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
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时代强音。

携手共赴实现世界现代化的美
好明天

“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
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
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
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
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2023 年 12 月 3 日，一场以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的实证——良渚遗址命名的论坛
在杭州举办，令世界瞩目。习近平主席向
首届“良渚论坛”致贺信。贺信中，“推
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的真诚
希冀，令现场中外嘉宾心潮澎湃。

观察人士注意到，2023 年 12 月，习
近平主席在 2 日、3 日、4 日连续三天
内， （下转第六版）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凝聚全球合作共识
——写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