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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阳，跨黄河、长江、淮河三大

流域，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水龙头”
“总开关”所在地。

“这个地方我一直想来。”2021 年 5 月
13 日，中线一期工程渠首。习近平总书记
伫立船头，语带关切，“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这个地方的运行以及这里的移民工作，我
一直关注着，这一次看一看我很高兴。”

水，生命之源，生产必需。我国的水
资源时空分布却极不均衡，夏汛冬枯、北
缺南丰。

在后来召开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全国统一大市
场和畅通的国内大循环，促进南北方协调
发展，需要水资源的有力支撑。”

一席话，将水资源置于关乎国家发展
的战略高度。

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仅是长江的
7%，却承担了全国 12%人口、17%耕地、
50多个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供需矛盾更
为突出。

难题何解？
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这是一场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推行

节水灌溉、发展旱作农业、开展畜牧渔业节
水、强化再生水利用、促进雨水利用……

这是一项严格的刚性约束：建立水资
源承载力分区管控体系，限制水资源严重
短缺地区城市发展规模、高耗水项目建设
和大规模种树，建立覆盖全流域的取用水
总量控制体系……

全黄河流域行动起来，“有多少汤泡
多少馍”的朴素道理深入人心。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统筹整
体与局部的关系。

宁夏平原得黄河灌溉之利，自古有
“塞上江南”美誉。

2020 年 6 月 9 日，在银川市贺兰县稻
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习近平总书记
登上观景塔，俯瞰园区全貌；沿着田埂走
进稻田，同正在劳作的村民们亲切交谈；
舀起鱼苗、蟹苗，放进田边水渠……

在这里，总书记强调要注意解决好稻
水矛盾，采用节水技术，积极发展节水型、
高附加值的种养业，保护好黄河水资源。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那次宁夏之行，习近平
总书记对宁夏提出殷切期望。

先行，既是敢闯敢试的勉励，也是深
刻考量的定位。

要求三江源、祁连山等地区“创造
更多生态产品”，嘱咐河套灌区、汾渭平
原等粮食主产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贡献”，指示区域中心城市等经济发
展条件好的地区“提高经济和人口承载
能力”……

站在谋全局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
精准谋划沿黄各省区发展定位，指导黄河
沿岸地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奏响
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谋划当
前与长远的关系。

“开渠的人，千古留名、青史留名啊！”
202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黄河边的另一处农业重地——内蒙古巴彦
淖尔，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的
沙盘前驻足良久。

新中国成立以来，数十年的水利建
设，在河套平原上印刻下如人体血脉般延
展扩散的 7 级灌排体系，总长 6.4 万公里，
相当于地球赤道的一圈半。

总 书 记 对 这 个 灌 溉 系 统 赞 叹 不
已：“它将来会作为百年、千年基业留
下来的。”

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呼和浩特市
听取了当地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
情况介绍。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总书记问。
当地负责能源产业发展的同志汇报：

“预计到 2025 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和发
电量，比2022年翻一番以上，外送电量翻
两番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内蒙古能源产
业长期以来以煤为主、因煤而生。但是产
业太单一不行，多元化发展是方向。能源
建设不能光靠传统产业，要大力发展新能
源、清洁能源，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建设绿色中国。”

从眼前的灌渠，看到千年的基业；从
新能源产业，看到绿色中国的前景，习近平
总书记关心着当前的黄河，也擘画着流域
的未来。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非一日之功。”处理好当前与未来的
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

“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
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历史担当，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
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让黄河造福人民。”

大河之魂——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

2022 年 1 月 26 日，农历腊月二十四，
汾河两岸瑞雪纷飞，银装素裹。沿着蜿蜒
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冒雪来到山西省霍
州市师庄乡冯南垣村看望群众。

皑皑白雪衬着火红的窗花、春联和灯

笼，让小山村更显祥和喜庆、年味十足。
总书记走进村民师红兵家。桌上摆着

白面、红枣、红豆、黑豆，一家人正在制
作当地传统节日食品——霍州年馍。

“习爷爷您放一个。”师红兵的小孙女
请总书记在“登高馍”上点一颗红枣，总书记
欣然答应。

“你们这边是吕梁山，挨着就是黄河
了，再过去就是陕西。我插队那个延川
县，离这儿也不远，地形也都是这样的丘
陵沟壑。黄土高原生活着我们的祖祖辈
辈，孕育着我们的中华文明。”在山西抚
今追昔，总书记思绪穿越岁月山河。

黄河，塑造了古老文明。
水脉牵系着血脉、文脉。悠悠黄河，

冲刷着黄土地，哺育出炎黄子孙，为中华
民族浸染出炎黄底色。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总书记指明“千百年来，奔腾不
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
孕育了中华文明”；

致信祝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总书记强调“更好展示中华文
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明确指
出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推动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出民族性世界
性兼容的文化名片……

肇兴于斯、传承于斯、灿烂于斯。“黄
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意味深长。

“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碗里照月亮。”
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的一条小山沟，村里老一辈都有
吃不饱的记忆。

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山上光秃秃、
年年遭灾荒”到如今的“层层梯田盘山
头、片片林草盖坡洼”，旧貌和新颜对比
鲜明。

2021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调研，深情地说：“我在延川插队时就听
到过高西沟的名字，当时陕北的大寨村。
看你们的梯田，都是下了功夫的。难得的
是半个多世纪一直做下来。”

赳赳老秦，久久为功。黄河流域层
层叠叠的梯田，是世世代代对严峻环境
的雕刻，深埋下希望，播洒下汗水，收
获了富足。

黄河，淬炼出民族精神。
总书记曾动情地说：“愚公移山、大禹

治水，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斗了几千年，积
累了宝贵经验，我们还要继续斗下去。”

正因为黄河的赐予，我们才拥有了世
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也正因为黄河桀骜不驯，我们的文化基因
中才有了更加坚韧的品质、更加超凡的智
慧、更加鲜明的特色。

考察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所在的兰考
县，总书记前往坐落在昔日黄河故道沙丘
上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宣示焦裕禄精神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

参观西临黄河15公里的晋绥边区革命
纪念馆，总书记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
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
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
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来到拱卫京津冀和黄河生态安全的重
要屏障山西，总书记强调要弘扬“右玉精
神”：“多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长远、惠
及子孙的事情”；

……
在总书记心中，黄河早已同中华民族

的苦难辉煌扭结在了一起，锤炼出炎黄子
孙的韧性、力量和精神，也为中华民族赓
续发展注入不竭源泉。

黄河，奔涌出复兴前景。
河南安阳，数千年前的“禹河故道”

流经之地。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位于安阳市西北郊的殷墟遗
址。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出土文
物，在车马坑展厅察看商代畜力车实物标
本和道路遗迹……总书记感慨：“我们的
文化自信就是从真正能证明我们的久远历
史中来”。

穿越风雨，历尽沧桑。从历史获取启
迪，向世界展现自信，中华文明在新时代
焕发新生。

2023年5月18日，陕西西安大唐芙蓉
园内，习近平夫妇同贵宾们共同观看中国
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暨中国—中亚
青年艺术节开幕式演出。豪放的秦腔 《梦
回长安》与高亢的陕北民歌 《天下黄河九
十九道弯》交相呼应、余韵绵长，唤醒汉
风唐韵的华夏记忆，展示丝路新生、盛世
中华的恢弘气象。

泱泱华夏风物，浩浩丝路长歌。这是
开放和谐、进取奋发的时代注脚，这是旧
邦新命、汲古润今的文化神韵。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震撼人心——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
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
伟力……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
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
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
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从中华民族厚重深远的精神河床流淌
而来，黄河正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波
澜壮阔奔腾而去！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记者张晓
松、林晖、高敬、徐壮、齐琪、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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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
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希望各国专家
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
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黄浦江畔高朋满座，海内外400多位中国
学专家学者齐聚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
围绕大会主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及国际关系等领域深入交流研讨。

中国学，积淀着深厚的学术传统范式，
又充满着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发端于上海的
世界中国学大会，致力于提供一个世界中国
学研究者对话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为国
际社会深入认识历史中国、当代中国创造条
件，融通中外文明，推动交流互鉴。

推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学研究

“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是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主题。推动全
球视野下的中国学研究，成为海内外与会者
的共识。

牛津大学中国发展与社会研究教授雷切
尔·墨菲在发言时说：“现在从国际的中国学
研究刊物上经常能看到中国学者发表的文
章，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中国学研
究，还有很多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合作研究
课题，这让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更加深刻。”

作为汇聚各国中国学研究者、各类中国
学话语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世界中国学
大会推动中国学研究突破对于单一话语体系
的路径依赖，构建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从
大会主题中“全球视野”这一关键词，到四
个平行分论坛的学术观点碰撞，世界中国学
大会通过广泛深入研讨，积极主动向世界表
明中国立场、阐释中国道路、发出中国声音。

“非洲中国学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
界中国学发展值得关注的一部分。埃塞俄比
亚是非洲研究中国学的重要力量，涌现出更
多学习中文的群体，以及更多深入认识和理
解中国的学者。”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海尔马里
亚姆·德萨莱尼在发给大会的视频致辞中说。

中国学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推
动中国学全球化，需要创新全球人才培养方

式。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何必在大会上
分享，该学堂的中国学硕士研究生项目每年
招收 100 多位青年学子，80%以上来自海外，
这让海外人士有了观察中国的新视角，有利
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形成学术成果。他
说：“我们的学生在中国进行中国学研究，直
接和中国学者接触并接受指导，由此拓展了
研究思考的视野。希望世界中国学大会提供
更多交流学习机会，支持中国学创新发展。”

2023 中国学贡献奖得主、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卜正民说：“历
史不是某个地方、某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全
球的历史。研究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需
要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视角。”他呼吁消除国
家之间的偏见。

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

“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繁荣
世界文明百花园发表真知灼见。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哥斯达黎加
历史学家乔赛特·阿特曼—波旁在大会演讲时
表示，要了解中国如何走上世界大国之路，就
必须深入了解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和深厚的底
蕴，“毫无疑问，植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跨文化
交流，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合作搭建起桥梁。”

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学院荣休教
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高亦睿，在大会
上找到多位中国老朋友，谈论他研究的敦煌
学。他说，在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之下研究
敦煌写本，给学界一个重要启示——世界各
国文明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裂
的联系，我们不妨放开眼界，避免受限于单
一语言和单一文化。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从与会学者的发言、交谈中，能深切感
受到他们对于文明交流的渴望。

由复旦大学在世界中国学大会期间主办
的“文明的互鉴：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平行论坛上，各国学者从多个角度
共同探讨文明交流互鉴。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范
勇鹏表示，传统欧洲汉学，采取的是一种高
分辨率的视角，偏重于对中国进行微观而深

入的研究。美国式的中国研究，在前期多数
时间里是一种低分辨率的鸟瞰视角，“两种传
统各有其长处，但都不够。新的中国学必然
是两者的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变焦、
聚焦和放大，每个具体的研究问题都不能离
开中国的具体实践经验”。

2023 中国学贡献奖得主、韩国延世大学
荣誉教授白永瑞说：“韩国和中国需要互相借
鉴、相互参照。为此，我们首先要深入‘聆
听’对方，进而升级自己的认知。”

世界需要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
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同世界其他
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
代化以深厚底蕴。大会把中国式现代化放在
世界进程中探讨，拓展视野，增添智慧。许
多专家认为，中国学为应对全球危机、解决
人类共同的挑战提供了智慧和方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
授陈来认为，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中
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
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都在塑造中国式
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文明内涵。

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尽相同，现代文明
的形态同样多姿多彩。哥廷根大学东亚大学
与文化荣休教授，图宾根中国中心主任、资
深教授施寒微发表了相似的看法：“过去40多
年间，中国深入参与了全球文化交流对话，
在规范和价值观方面达成相互理解。”

2023中国学贡献奖得主、新加坡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院卓越院士马凯硕在视频发言中说：

“只要对中国历史稍加研究，了解中国在海外
殖民扩张方面的零记录，就能帮助美国决策者
消除对中国威胁的深刻恐惧。实际上，中国愿
意与美国和其他大国合作解决迫在眉睫的全
球挑战。今天的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应
被视作为人类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巨大机遇。”

莱索托前首相穆凯奇·马乔罗致辞时指
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聚焦于发展，不仅造
福了 14 亿多中国人民，也促进了全球联系和
多边主义。

（人民网马作鹏参与采写）

深入认识历史中国、当代中国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黄晓慧 曹玲娟

本报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叶晓楠）
日前，由农工党中央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
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吉
林省通化市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出席会议并致辞。

此次大会主题
为“中医药科学发
展 与 中 国 式 现 代

化”。会议期间，还围绕中医药发展国家战
略、中医药创新与发展、探索人参等中医药多
元价值等主题举办学术报告。多位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以及多个
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交流。

本报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罗兰）
来自南方电网公司的消息，日前，中国首台
国产±800千伏直流高速开关在南方电网
柳州换流站挂网运行。这标志着中国特
高压直流高速开关国产化关键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对于推动国内直流输电技术发
展，促进特高压直流装备产业升级，以及
保障电力能源供应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直流高速开关是多端混合直流输电
系统中在线投退、实现分段线路故障隔
离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如同一个

“三通阀门”，可灵活可靠地控制电力负
荷潮流。直流高速开关动作一次仅需 21
毫秒，相较于常规的直流隔离开关快了
将近1000倍，需要克服一系列技术难题。

据了解，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南方
电网超高压公司联合设备厂家、科研院
所等科研力量，开展了为期2年的技术攻
关，顺利通过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
织的产品鉴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陈炜
伟） 社区是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的基
本单元。记者 26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 《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
施方案》。

方案提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面向

社区居民提供养老
托育、社区助餐、
家政便民、健康服

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儿童游憩等一
种或多种服务，优先和重点提供急需紧缺
服务，确保便捷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
有保障，逐步补齐其他服务。

方案明确，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
设工程实施范围覆盖各类城市，优先在城区
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城市推进建设。

中国将开展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第 九 届 中 医 药 发 展 与 科 学 大 会 举 行 国
产
特
高
压
直
流
高
速
开
关
挂
网
运
行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寿阳县税务局“减税降费宣传小队”赴
山西奥泰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宣讲助残税惠政策，并发放减税
降费资料。该公司由残障人士创办，为解决当地残疾人就业作出
了贡献。 罗晓鹏摄

为更好地服务社区群众，江苏省沭阳县公安局最大限度地将
公安业务前移至警务室，打造居民“家门口的公安窗口”，积极践
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图为该局“王知了社区警务室”民警与网
格员一起商讨社区服务工作。 陆 华摄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
电 （记者白阳） 今年 12 月
4 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
记者 26 日从全国普法办获
悉，2023年“宪法宣传周”活动时间为12月1
日至7日。各地各部门可从实际出发，在时间
上适当延展。

根据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
日前联合印发的通知，2023 年全国“宪法宣
传周”活动的主题是“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重点宣传内容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宪法，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
法治国取得的成就。

据悉，今年的重点活动安排包括：全国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第十个国家宪法
日有关活动；全国普法办发布习近平法治思想
系列讲座视频；教育部、司法部在北京举办
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开馆
仪式，司法部支持教育部组织开展国家宪法
日教育系统“宪法晨读”活动、《宪法伴我们
成长》歌曲传唱等青少年学生宪法法治教育主
题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
国家图书馆举办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专题展览
及系列讲座；农业农村部、司法部在江苏省常
熟市古里镇康博村举办“宪法进农村”主场活
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河北省举办“法律明

白人”作用发挥工作试点地
区交流会等。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
要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升公民
法治素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
法律清单制度。抓住青少年、网民等重点群
体，持续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宪法
在地铁站、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的广泛覆
盖，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挥“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和“法律明
白人”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教育引
导群众通过人民调解、行政复议、诉讼等途径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2023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