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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中国年透出浓厚的
“国际范儿”。多国政要送出新春祝
福，地标建筑点亮“中国红”，庆祝春
节活动在世界各地上演……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说，如今
春节已经成为一项全球庆典，它向
全世界传递着欢乐与和平的讯息。

从“中国年”逐渐走向“世界
年”，春节成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生动诠释。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2月 18日
在日本东京向全球发布《以文明交
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报
告，指出中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强调以文明交流超
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
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促进世界
文明多元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

报告指出，面对全球共同的难
题，各国必须携起手来加强文明交
流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构建公
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凝聚起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事业的磅礴力量。

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
路口

当地时间 2月 6日晚，法国巴黎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我们的
春节”演出吸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官员和 70余国代表等 1000余人
出席。气势磅礴的少林功夫、惊险
刺激的杂技、余韵悠长的戏曲……
演出现场，欢呼与掌声此起彼伏。

继 2023年 12月春节被确定为
联合国假日后，2024 年 12 月 4 日，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2014年 3月 27日，也是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发表重要演讲，全面深刻阐
述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
他强调：“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
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
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
和平的纽带。”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演讲，意义
在今天更加凸显。当前，世界百年
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站在何去
何从的十字路口。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多
元文明共生并进、交流互鉴的历
史。《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报告指出：“回望历史，交
流互鉴推动文明进步不是偶然现
象，而是由文明演进历程和文明本
质属性所决定的一般规律。”

该报告同时指出：“人类社会面
临的挑战，归根结底是文明发展的挑
战。”“全球范围各种新的问题与复杂
矛盾叠加碰撞、变化交织，人类文明
陷入了经济发展乏力、政治动荡加
剧、文化纷争频现的现实困境。”

——经济发展乏力削弱文明进
步动力。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全球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分配失衡
凸显、风险挑战丛生，使得驱动文明
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预测，2025年、2026年世界
经济增速均为 3.3%，低于历史（2000
年-2019年）平均值3.7%。

——政治环境动荡威胁文明发
展基础。动荡的政治环境不仅破坏
社会稳定，还将阻碍文明间的互动
与交融，导致文化衰退与发展停
滞。当前，世界并不太平，全球治理
失序，俄乌冲突、中东冲突持续延
宕，恐怖主义威胁上升，经济、科技、
卫生等领域非传统安全风险日益加
剧。

——全球文化纷争消解文明价
值共识。文明交汇和碰撞中，价值
观冲突仍存，“文明优越论”“文明冲
突论”沉渣泛起，文化多样性存在湮
灭风险，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
主义思潮不断抬头，人类社会面临
着思想割裂、共识难以凝聚的威胁。

繁荣还是衰退？合作还是对
抗？交流互鉴还是封闭隔阂？人类
社会走到了历史的关键当口。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

巴西前总统、新开发银行行长
罗塞芙认为，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分裂性、不稳定性上升，没

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需要各方采
取全球性方案加以应对。

这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文明倡议，为共同繁荣注入持久动
力，为和平发展带来更多正能量，为
推动世界现代化和人类进步事业作
出更大贡献。

——助力全球发展，夯实文明
进步根基。中国持续不断地与世界
分享发展红利，贡献强劲发展动能。

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发展。70
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
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
迹”。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连续多年达到约 30%。新加坡前总
理李显龙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
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带来巨大好处。

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方
案。助力全球减贫事业，中国已帮
助发展中国家实施6000多个民生项
目，如杂交水稻远播近70国，菌草技
术在 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中国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参与和引领
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为人类共同发展提供公共产
品。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3年多
来，已经动员近 200 亿美元发展资
金，开展 1100多个项目惠及多国民
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国际
社会普遍欢迎。

——促进世界和平，维护文明
共存秩序。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努力为文明和
平共存、包容交流搭建平台，创造条
件。

始终做和平发展的践行者。中
国是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执
政党党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大
国。中国还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
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是联合国维
和的关键力量。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
国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热点问
题上多次派出特使穿梭斡旋，为劝
和止战奔走，努力推动朝鲜半岛问
题政治解决，促成缅甸各方签署停
火协议。

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变革。中国
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
心地位，积极推进国际安全合作，提

出全球安全倡议并推动落地，为全
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引领对话交流，拓展文明
合作空间。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
议，深刻回应“不同文明如何相处、
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

搭建文明对话平台。近年来，
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搭建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平台。2024年
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
的决议，把每年 6月 10日定为文明
对话国际日。

推进文明传承创新。中国将自
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经验
与世界分享，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
国际合作，开展援外古迹修复和联合
考古，共同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

促进民间人文交流。中国持续
扩大免签入境国家名单，为入境旅
游者提供更加便利的支付、语言、出
行环境。去年 6488.2万人次外国人
入境中国，同比上升82.9%。

凝聚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力量

“文明交流互鉴正是人类故事
的核心。”约旦驻华大使胡萨姆·侯
赛尼说，“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独
自存在。没有彼此，我们无法应对
世界上的许多问题。”

上述智库报告提出，必须凝聚
全球力量，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
对、全球合作，为文明交往开辟更多
新空间，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多新活
力，为实现全人类整体利益作出更
多新贡献。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共绘
文明交往新图景。

世界上共有 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人
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
红的色彩。

报告提出，各国应把握文明进步
规律，看清历史前进方向，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
理念，取代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
思维，深化双边和多边交流合作，创
造更多不同体量、不同制度、不同文
化国家文明交往交流的典范。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报告倡
议，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持续拓

宽文化、艺术、体育、教育等领域的
合作渠道，构建并完善全球文化交
流和文明对话的合作网络。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共塑
文明发展新秩序。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断
加重，全球治理进入“至暗时刻”。

报告提出，各国应积极消弭国际
冲突根源，通过跨文明的交流，让和
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
发芽。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新安全观，推动以和平方式解
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为动荡变化的
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
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
大发展，但也积存了不少问题和弊
端。报告主张，携手推动普惠包容
的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不同国家、
不同群体。

——实现全人类整体利益，共
筑文明美好新家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
里·萨克斯说，全世界是密不可分的
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培养一种真
正的全球伦理，不是单一国家的伦
理，而是汲取‘和而不同’理念的伦
理。”

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
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报告指出，全人
类共同价值蕴含着不同文明对价值
内涵和价值实现的共通点，有利于
把全人类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共
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实现全人
类整体利益。

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
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
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报告指
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使
这颗蓝色星球上的人们更加紧密地
聚合为一个多元文明共同体。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报告倡
议，文明交流互鉴，各国彼此合作，
让和平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动力
源源不断，让文明光芒熠熠生辉，共
同创造人类文明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智库报告解析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意义

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张亮 杨一苗

本报讯（记者 王广婷 刘畅）为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2
月 14日，团省委举办的“跟着总书记脚
步看吉林”主题实践活动来到我市。

此次活动组织西部计划“卫国戍边”
志愿者、“百名硕博助振兴计划”成员、

“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红领巾讲解员
100余人，他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产业
发展、科技创新、冰雪旅游、基层治理等
方面重要要求为内容，在长春、辽源、梅
河口等地开展实践研学。

在辽源，大家参观了辽源市动植物
园、超级ONE篮球主题公园，领略精美
绝伦的灯光盛宴，观看黑悟空神话主题
舞台剧，了解辽源人文历史和重点文旅
项目。引导大家体验吉林特色旅游，代
言吉林冰雪美景，号召广大青年学生牢
记领袖嘱托，主动挺膺担当，为新时代吉
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青春力
量。

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管理
2023级硕士研究生李浩洋表示，很荣幸
受到共青团吉林省委邀请作为“百名硕
博助振兴计划”的硕士研究生代表参加
此次“跟着总书记脚步看吉林”主题实践
活动。我的老家就在辽源市东辽县。再
一次回到辽源，我直观地感受到了家乡
的发展变化，无论是今天参观的辽源市
动植物园里的琵琶女神花灯，亦或是超
级ONE篮球主题公园的“黑神话悟空”
表演，都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因为总书记强调，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
撑。要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
展，利用冰雪、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特
色资源发展旅游业。而我们这些被委派
到各个县（区）的硕博同学目前在基层的
服务工作就是在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要求。因此，在未来的工作生活中，我
将积极投身基层，注重跨学科知识融合，
努力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将所学
知识书写在祖国的广袤土地上，为推动
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
得新突破贡献力量。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研究生马
永健表示，走在辽源的街头巷尾，我为其
显著的城市建设成就所折服。道路宽阔
整洁、公园中市民们怡然自乐，都展现了
辽源这座城市的崭新面貌。辽源正稳步
从传统工业基地转型为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展望
未来，我坚信它将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此次行程，让
我深刻领悟到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汇报时
的重要指示讲话精神。我将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行动指南，坚定不移地在学术和科研的道路上砥
砺前行，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为吉林全面振兴及区
域协调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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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兆
楠 王南翔 王彦雨）人勤
春来早，园林养护忙。连
日来，市园林管理中心组
织员工抢抓时间节点，集
中力量开展春季树木修剪
等工作，为做好今年城市
园林工作打好基础。

2 月 18 日，在龙山公
园内，记者看到园林工人
正在进行修剪养护作业。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树木修
剪技术规程进行修剪，做
到“一看、二剪、三清理、四
保护”，对下垂枝、枯死枝、
病虫枝、残桩进行彻底剪
除。整形修剪后，有效改
善了树木的通风透光条件
及美观度，并可减少病虫
害发病率，确保植物树形
整齐优美，形成良好的景
观效果。同时，在园内的
另一边，工作人员不畏严
寒，手持铁锹、扫帚等除雪
工具对公园广场内的积雪

进行清扫，重点清理了出
入口、台阶等关键位置，并
进行树木安全隐患排查，
及时清理树枝积雪及压断
树枝，为树木“减负松绑”，
守护城市绿化成果，确保
开春仍能绿意盎然。

此外，市园林管理中
心还组织工作人员对各个
公园广场的卫生实行全天
保洁，员工实行轮班轮岗
坚守岗位，做到“随叫随
到”、垃圾“日产日清”，确
保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市园林管理中心公园
管理科科长关晓羽说：“目
前，我们园林管理中心下
属各公园首要任务就是要
清理冰雪，对台阶、木栈道
等死角地方进行重点清
理。同时，对公园进行树
木修剪、补植乔灌木花卉
等，对公园的设施进行修
缮养护，为游客打造一个
更加安心舒适的环境。”

市园林管理中心

春季园林养护忙
城市绿植保“颜值”

本报讯（记者 李品萦 邱
烨）春回大地，农事渐起。连
日来，我市众多农民利用空闲
时间选购种子、肥料等，为即
将到来的春耕生产做足准
备。各农资经销商也以“早”
字当头，全力做好春耕农资的
储备与供应，为农业稳产丰收
打足“底气”。

在国贸城农资种子市场
的各个农资商店，各类春耕所
需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
商品整齐摆放。随着天气转
暖，不少农户已经开始着手购
买种子、化肥等农资商品。销
售人员一边忙碌地称重、打
包，一边为前来购买种子的顾
客讲解各类种子培育、施肥等
管理方法，尽力满足农户各种
需求。家住龙山区先锋村的
刘玉荣一大早就赶来挑选心
仪的种子，为新一年的春耕生
产打好提前量。柜台前，刘玉
荣不时地向销售人员询问各
类种子的特性、产量、抗病性
等问题，心里盘算着都买点
啥。多年的种植经验让她知
道，想要有个好收成，选种尤
为重要。刘玉荣说：“我去年
在这买的种子品种好、产量
高。今年我还在这买。我准
备过了正月就开始播种。这
里服务态度非常好，售后也
好，有什么事给他们打电话都
非常热情。”

国贸城农资种子市场森
丰种业负责人凤龙说：“正月
十五以后，我们进入了农资销

售高峰，农户购买积极性也比
较高。为了能够满足农民朋
友的春耕需求，我们从去年11
月份就开始储备各种农资产
品，种子、化肥、农药，还有农
膜，货品、货源都比较充足，可
以满足农民朋友的各种备耕
需求。”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确
保春季农业生产有序推进，我
市积极抢抓农时，早安排、早
谋划、早落实，全力以赴做好
春耕备耕工作。截至 2月 16
日，已筹集备春耕资金9.33亿
元，占计划的 71.48%；种子入
户 2529吨，入户率 47.77%；化

肥 入 户 3.8 万 吨 ，入 户 率
22.54%。目前，市场上农资供
应相对充足，可最大限度地满
足农民春耕备耕需求。

春耕备耕忙 农资销售旺
我市积极抢抓农时全力以赴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农民在选购心仪农资。 本报记者 孙嘉筱 摄

备春耕
进行时

《人民日报》南京2月18
日电（记者 姚雪青）世界桩
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施打
桩长最长、抗风浪能力最强
的打桩船“二航长青”轮 2月
17 日从江苏南通启东启航，
标志着我国水工建设领域又
一重器正式入列。

打桩船负责把钢管打入
水底形成桩基，将在大型港
口、跨海大桥、海上风电等工

程建设中发挥作用。“二航长
青”轮此次驶往通苏嘉甬高
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
施工现场。

据了解，该轮于去年 1月
18 日开工建造，总长 130.5

米、型宽 40.8米、型深 8.4米、
打桩架高 150米，桩架主油缸
推力 5000吨。该轮可打最大
桩重 700 吨、直径 7 米的桩
基，配备的打桩定位系统可
实现深远海厘米级精度打

桩。
该轮还首次在大型工程

作业船舶领域应用柴电混合
动力的工程船舶直流组网技
术，可提高燃油经济性，降低
碳排放。（转自《人民日报》）

世界最大打桩船启航
赴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施工

本报讯 2025 年吉林
省乒协杯于2月14日至16
日在长春市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馆举行。西安区乒乓
球学校选派 51 名队员参
与 5个组别共计 19个项目
的角逐。最终，斩获 8 枚
金牌、9 枚银牌、6 枚铜牌
的优异成绩。其中，曾中
奇、于上童、赵柏阳三位运
动员在团体赛与单打比赛
中双双夺冠，包揽两项金

牌。
据悉，本次赛事由吉

林省乒乓球协会主办，长
春市职业技术学院协办，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426
名运动员参赛。西安区乒
乓球学校的 51 名参赛队
员中，有 45名队员闯入各
项目前八名，充分彰显了
西安区乒乓球学校雄厚的
人才储备和竞技实力。

（西轩）

西安区乒乓球学校2025年
首 战 告 捷 实 现 开 门 红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在

形式主义问题整改方面出现本
末倒置苗头，过度关注“包装”

“唱功”，忽视了“疗效”“实绩”，
以形式主义改形式主义，改不到
问题的根本之处，改不进百姓心
坎，亟需高度警惕。

近日召开的中央层面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
机制会议提出，压实整改责任，
强化跟踪指导，推进系统整改、
源头治理，坚决杜绝整改中的形
式主义。

问题是整改之基。杜绝整
改中的形式主义，要真找问题、
找真问题。寻找问题时，广大党
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敞开
胸怀、畅通渠道，深入基层“望、
闻、问、切”，用好信访接待、走访
座谈、民生热线、网络平台等方
式，听真话、察真情。要对典型
案例复盘解剖，举一反三，把问
题研究得更深更透，找准找实问
题症结和矛盾本质所在，为抓好
整改提供精准靶向。

杜绝整改中的形式主义，要
把“改”字贯穿始终。记者在调
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在问题整改
过程中，很大精力落在“材料”
上，面对媒体说得头头是道，汇
报表态斩钉截铁，落实时却“高
高举起轻轻放下”。整改落实要

真刀真枪、动真碰硬，要盯住不放、一抓到底，不能装
样子、打太极，防止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上整改。
要用结果说话，用成效交账，坚决防止搞选择性整改，
甚至边改边犯、改了又犯。

杜绝整改中的形式主义，必须坚持“当下改”与
“长久立”相结合。干部群众最担心的是雨过地皮湿、
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常抓不懈、保持长效。制度
是管根本、管长远的。要及时盘点总结整改过程中行
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对反复出现的问题要注重从制度
上找原因，做好完善机制、建章立制的工作，防止问题
反弹。同时要坚持制度制定与执行并重，狠抓制度落
实，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使制度成为硬
约束，确保其立得住、落得实、行得远。

整改落实最忌讳打官腔、耍滑头，务必拿出“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真正抓
住问题关键，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对于整改中出
现的形式主义问题，更是要坚决严肃问责。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谨
防
问
题
整
改
落
入
形
式
主
义
陷
阱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