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客 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奥克兰、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奥克兰、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壬寅年八月廿六

今日12版 第11668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壬寅年八月廿六

今日12版 第11668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最近，美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恶行又一
次被曝光。中方有关机构和企业发布的调查
报告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部门先后使
用41种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对西北工业
大学发起攻击窃密行动上千次，窃取了一批
核心技术数据。相关报告细节清晰、链条完
整、证据确凿，向世界公布了美国对中国进
行恶意网络攻击的事实铁证。

长期以来，美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
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监控和
攻击。从“棱镜门”“怒角计划”“星风计
划”，再到“电幕行动”“蜂巢”平台和量子
攻击系统，美国是一系列跨国网络安全事件
背后的始作俑者，这一点尽人皆知。美国的
网络“黑手”不仅伸向所谓“战略竞争对
手”，连其盟友和伙伴也深受其害。中国互联
网企业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十余年
来，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网络武器对中国、
英国、德国、法国、波兰、日本、印度、韩
国、阿联酋、南非、巴西等全球47个国家及

地区403个目标开展网络攻击。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近年来还不遗余力

地推动网络空间军事化。美国防部发布 《网
络安全战略报告》 将“主动防御”调整为更
具进攻性的“防御前置”，美军还大力发展进
攻性网络作战力量，加快网络武器实战化转
型，打造体系化的网络攻击平台和制式化的
攻击装备库等。

网络空间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网络攻击
是全球面临的共同威胁，维护网络安全是国
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网
络安全形势，越来越多理性声音呼吁，反对
网络霸权，加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互联网技术应是造福人类的法宝，不应

是谋求霸权的工具。今天，以互联网为核心
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发展
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顺应信息时代
发展潮流，反映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然而，
作为拥有最强大网络技术实力的美国，却成
为世人公认的黑客帝国、窃听帝国、窃密帝
国，归根结底，是其霸权思维作祟。美国试
图凭借自身技术优势，谋求对他国信息“单
向透明”，并将网络攻击视为打压遏制别国的
霸权工具。种种行径，已让其站在了全球网
络安全和技术发展的对立面。

维护网络安全应是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
安全，而非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网络霸权
不可能带来“绝对安全”。以侵犯他国网络主

权、信息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绝对安全，
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零和博弈思维，极易引
发网络军备竞赛，破坏全球战略稳定。中国
一直倡导各国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主张安全要共同维护，尤其强调维护网
络安全不应有双重标准，不能一个国家安全
而其他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
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在网络空间领域应倡导对话合作，而非
封闭对立。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
有序的网络空间，需要各国在相互尊重、互
信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作为发动网
络窃密和攻击的“老手”“惯手”，美国却以

“网络安全卫士”自居，不仅多次就网络安全

问题向中国“泼脏水”，还极力鼓动、胁迫他
国加入其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企图在
网络市场清除中国企业。同时，美国还酝酿
成立所谓“未来互联网联盟”等，搞起拉

“小圈子”、制造冲突对抗的那套把戏，给网
络空间领域的国际合作制造诸多障碍。

作为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者，中国坚决反
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主张推动建立
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携手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方发起的《全球
数据安全倡议》，为探讨并制定全球数字治理
规则作出了中国贡献，获得许多国家积极响
应。各国应当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前提下，
凝聚更多共识，应对共同挑战，共同维护全球
网络空间的安全、繁荣与发展。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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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
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
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
魂、启智润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
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
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生全面、深刻、根本性的
变化，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
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党、国家、人民、军队、中华民族的面

貌焕然一新。习近平同志围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特点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我们做好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明实践、

文明培育、文明创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民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坚强思想
保证、强大精神动力、丰润道德滋养、良好文化条件，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 分 10 个专题，共计 512 段论述，摘自
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7日至2022年6月8日期间的报
告、讲话、说明、演讲、谈话、贺信、指示、批示等240
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
东湖高新区左岭街道智苑社区考察时指出，
要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来，充实工作力
量，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
管理服务水平，夯实城市治理基层基础。

智苑社区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加强党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凝聚各方力
量资源，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听说您刚出院，我们来看望您。”中秋
节前，智苑社区党委书记胡云带着网格员、
楼栋长和志愿者，拎着食用油等慰问品，来
到社区居民赵银芝家探望。

今年 72 岁的赵银芝是智苑社区 8 栋的
居民，今年 7 月因糖尿病和痛风引发并发症，
在社区和下沉单位协调帮助下，住进湖北省
中医院葛店院区治疗，如今病情稳定。

“您和社区干部们的关心，让我感到十分
温暖。”赵银芝笑着说。几年前，她和老伴方
建民都罹患疾病，子女不在身边，生活很不
方便。社区组织工作人员、下沉党员和志愿
者，为空巢老人、重症患者、残疾人等困难
群体提供送菜送药等服务，定期上门慰问，
帮助解决生活困难。

方建民指着天花板上闪烁的红点说，“前不
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上门，免
费给我们安装了烟雾报警器等适老化设备。”

智苑社区是一个国有企业棚改还建小
区，常住人口约 3800 人，老年人占比大。7
月 8 日，智苑社区迎来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
光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未来城校区等 4家新成员。至此，社
区共有葛化集团机关支部等 11 家成员单位，
要事共商、活动联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体系。
“在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服务社区的

基础上，社区治理力量进一步加强了。”
8 栋楼栋长、志愿者马红武说，葛化集团
出资建立食堂，方便老年居民用餐；湖北
好邻居医药有限公司提供远程诊疗、送药
上门等服务； 共 建 单 位 中 国 地 质 大 学

（武汉） 等组织志愿者为社区的孩子们上
科普课……

“现在社区建立起党建联席会议制度，
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社区梳理需求清
单，成员单位提供资源清单，双方对接形
成项目清单，收集汇总了居民反映的数十
项需求。”胡云介绍，在成员单位帮助下，
社区已安装 48台高空抛物监控，修缮物业
用房和食堂，解决了屋顶防水和外墙修缮
等问题。

“如今，我们在社区生活得更加安心、
放心和舒心。”赵银芝握着胡云的手说。

送走胡云一行，赵银芝告诉老伴，头
发长了，想下楼理个发。“现在社区对行动
不便的老人，提供免费上门理发服务。”方
建民打了一个电话，社区便民理发室的志
愿者李海清很快带着工具上门。

“社区调动各方力量资源服务居民。”
李海清边给赵银芝老人剪发边说。

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民自发成立
调解、环保等多支志愿服务队，200 多名

“红马甲”常年活跃在便民服务、清洁家
园、治安巡逻等社区工作一线，党员干部
和群众拧成一股绳，社区力量进一步得到
充实。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对我们
智苑社区工作者来说，就是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
秉持‘做实身边每件事、当好群众贴心
人’工作理念，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把党的温暖
送到居民心坎上。”胡云说。

新华社北京9月 20日电 第五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行。媒体
注册报名系统将于 9 月 21 日至 10 月
10 日向媒体记者开放。媒体记者可
通过进博会网站（www.ciie.org）和手

机客户端等官方平台进行注册报名。
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第五届进

博会主要邀请境内媒体记者和在中国
大陆境内的驻华外国记者、港澳媒体
记者、台湾媒体记者。证件领取时间
及方式将适时在上述报名平台公布。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 放 媒 体 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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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 20日电
（记者顾煜、苟立峰） 正在举行的第
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365 个招
商引资项目签约总额9600多亿元，签
约额较上届增长 2.57 倍，是历届博览
会之最。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

厅招商处了解到，签约项目中第二
产 业 项 目 数 量 最 多、签约金额最
大 ， 共 签 约 项 目 273 个 ， 金 额
8092.50 亿元，占比 83.61%。民营企
业成为此次项目签约的主力军，签
约项目 274 个，签约总额 6857.08 亿
元，占比70.85%。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记者孙亚慧） 记者从教
育部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2年以来，我国
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超过八成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
展；2020至2021学年，我国在册国际学生来自195个国
家和地区，学历生占比达76％，比2012年提高35%。

据介绍，我国与159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了孔
子学院（孔子课堂），与 5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
学位互认协议。10年来，深入实施共建“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加强同共建国家教育领域互联互通，建设
了23个鲁班工坊，启动了海外中国学校建设试点。

在国内，教育部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
育示范区，支持长三角地区打造国际合作教育样板
区和国际人文交流汇聚地，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国
际教育创新岛，与北京市合作设立留学人才回国服
务示范区。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立足区位优势，
扩大面向周边国家的教育开放。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记者刘
少华） 记者在 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举行的“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
国消费电子产销规模均居世界第
一，我国是消费电子产品的全球重
要制造基地，全球主要的电子生产
和代工企业大多数在我国设立制造

基地和研发中心。
消费电子主要是面向大众消费

市场的电子整机产品，包括个人计
算机、手机和彩电等。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消费电子产业快速发
展，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消费电子产
品前沿市场。

据介绍，我国消费电子产业规

模持续扩张，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品牌建设成效显著。下一步，工业
和信息化部将加快培育先导性和支
柱性产业，推动新一代视听技术、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带动内容、计
算、存储、显示等产业链整体升
级，加快新技术在重点行业领域融
合创新发展，激发信息消费潜力。

白 鹤 滩 水 电 站
13 号机组日前顺利
通过 72小时试运行，
正式投产发电，这是
白鹤滩水电站投产
发电的第 11 台百万
千 瓦 水 轮 发 电 机
组。截至目前，已投
产的 11 台百万千瓦
机组运行稳定，累计
生产清洁电能超过
400亿千瓦时。

图为航拍白鹤滩
水电站大坝。

叶传增、谢雷
摄影报道

喜 迎 二 十 大

第 七 届 中 国 — 亚 欧 博 览 会
招商引资项目签约额创新高
第 七 届 中 国 — 亚 欧 博 览 会
招商引资项目签约额创新高

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超八成回国发展

中国消费电子产销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记者汪灵犀） 记者从教
育部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0年来，内地

（大陆） 高校累计招收港澳台学生7.9万名。2021学
年内地 （大陆） 高校共有港澳台在校生 3.82 万名，
较2012年增长了51%。内地已连续多年成为港澳学
生赴港澳以外地区升学首选，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
选择到大陆就读。

目前，内地与港澳中小学、幼儿园已缔结“姊妹
学校”2593对，覆盖内地29个省（区、市）；设立“内地
与港澳高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近3000项，惠及港澳
师生近10万人。10年来，教育部累计开展对台交流
项目1300余个，两岸1000多所高校参与，约6万余名
台湾师生赴大陆参访交流，师生交流覆盖范围更广、
程度更深。

内地（大陆）高校港澳台在校生增长51%

十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