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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游人在壶口瀑布景区游览（无人机照片）。
暑期，众多游客来到位于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交界处的黄河壶口瀑布游览，领略壶口瀑布美景。 ■ 新华社发 张岚 摄

■ 新华社记者

7月3日下午，第三届文明交流互
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中
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开幕，习近平
主席发来贺信。包括多国政党政要、
汉学家等在内的约400位中外嘉宾，围
绕习近平主席贺信和文明交流互鉴的
中国主张展开热烈交流讨论。

与会人士纷纷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贺信，指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
重要意义，展现了中方促进人类文明
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
诚愿望，为更好融通中外文明、增进理
解友谊合作指明了方向。各方愿共同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携手绘就人类社
会现代化新图景。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在人
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
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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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强调了不同
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体现了
对这一现代社会关键议题的深刻洞
悉。”在开幕式现场聆听贺信的马来西
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委、国会下议院
副议长刘强燕表示，人类真正的进步
不在于同质化，而在于促进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要克服各类全球性挑战，
共同走上现代化道路，必须尊重世界
文明多样性及其对应的发展模式的多
样性。

从参加 6 月 2 日召开的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到参加这次文明交流互
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中
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感触颇深。
他表示，习近平主席对文化文明的思
考，一方面是充分看到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作出的独
特贡献，展现强烈的文化自信；另一方
面着眼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课题，不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这正
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

“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三个多月
后，中方举办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
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习近平
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展现了中国
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
明进步的决心。”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
会长徐里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全球性挑战层出
不穷。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不同国家
间的坦诚交流和互学互鉴，才能让各
个文明的智慧充分迸发出来，为解决
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贡献
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方
愿同各方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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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促进人类
文明进步。

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

价值；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文
明倡议……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
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的文明理念，为繁
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推动人类文明永
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高于
其他文明，沉溺于文明优越论势必会
造成冲突。”中非共和国团结一心运动
全国执行书记、国民议会议长萨兰吉
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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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且珍贵的观点。他提
议现场所有人都为习近平主席贺信所
表达的观点鼓掌，全场随即响起热烈
的掌声。

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
诺斯说，感谢习近平主席一直以来对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重视与大力
支持。“我十分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与联合国文明
联盟的工作有许多相通之处。”他表
示，相信这一倡议将有力推动不同文
明之间的理解与对话。

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在视频致
辞中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要意义。我
们应当记住，全人类命运与共。只有
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团结起来，人类才
能共同进步。如果我们尊重所有的文
明，就能共同建设以理解与和平为标
志的人类文明。

贺信中，习近平主席殷切希望各
国汉学家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
为沟通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友谊合作
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

“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汉学家的工
作高度重视，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
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在从事汉学研究
的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澳大利亚
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说，中华文
明是伟大的文明，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都值得深入了解。尤为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取得了引人注
目的现代化成就，其中所展现的独特
智慧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学习。

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对各国汉学
家的亲切勉励，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教授罗季奥诺夫深受感动。近年
来，他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出
版工作，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收
获颇丰。他表示，学习汉语、研究中
国，对汉学家来说不只是职业使然，更
是一种神圣使命。他将继续促进中国
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当好“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

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说：
“作为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
种子基因库，中国国家版本馆将以习
近平主席贺信精神为指引，不断加强
与各国汉学家人文交流合作，持续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为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 杨依军 冯歆然 温馨 曹
嘉玥）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习近平主席致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贺信引发与会人士共鸣

（上接 1版）习近平指出，当前，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们愿以中
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包括上海合作
组织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的
发展机遇，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
界。

习近平最后强调，大道不孤，众
行致远。上海合作组织顺应当今时
代潮流、契合人类进步方向，一定能
够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壮
大。

与会领导人积极评价上海合作
组织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欢迎伊朗
正式加入“上合大家庭”，期待白俄罗
斯 尽 快 完 成 加 入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程
序。各方表示，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壮
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为深化睦
邻友好、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促进
地区和世界持久和平与稳定、推动可
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成为相互信
任、平等对话、互利合作的典范。应
当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增进相互
理解与协作，推进地区经济合作，反
对意识形态对抗，反对分裂和歧视。
加强地区互联互通和大通道建设，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深化经贸、金融、能源、科
技、环保、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
作，携手应对粮食、能源危机及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共同打击恐怖

主义等“三股势力”，筑牢地区安全屏
障。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
国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全球治理。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新德里
宣言》，共同发表关于打击极端化合
作的声明、关于数字化转型领域合作
的声明，批准关于给予伊朗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地位、关于签署白俄罗斯
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备忘录、关于
上海合作组织至 2030 年经济发展战
略等一系列决议。

会议决定，由哈萨克斯坦接任
2023 至 2024 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
主席国。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印度
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总
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
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观察员国白俄罗斯总
统卢卡申科、伊朗总统莱希、蒙古国
总统呼日勒苏赫，主席国客人土库曼
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以及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海合作组织
秘书长、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
构执委会主任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
责人出席。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上接1版）通过激烈角逐，6名选手获
得一等奖，30名选手获得二等奖，60名
选手获得三等奖，12 名选手分获最佳
创意奖、最佳传承奖。

闭幕式上，歌伴舞、说唱街舞等精
彩的文艺演出，深情歌颂了农民技能
的传承和创新。与会领导为6个赛项

的获奖选手颁奖，聊城市人民政府获
颁大赛“突出贡献奖”，东昌府区人民
政府获颁“优秀组织奖”。3 家聊城企
业与部分获奖选手签约，携手塑匠心
育人才，强产业促振兴。本次大赛部
分作品由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华葫芦
文化园进行典藏。

第一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在聊闭幕

（上接1版）严厉打击环保违法行为。
用好执法正面清单，严格准入标准，最
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生产经营的影
响。要突出系统观念，在抓好大气污
染防治的同时，统筹抓好水、土壤等领
域的协同防治，努力在重点区域、重要

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要广
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环保治理，营造
人人保护环境、共同监督治理的良好
氛围。

张建军、郭守印参加活动。

坚定不移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上接1版）确保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要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认真做好立法、
监督等工作，为我省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贡献人大
力量。

调研组表示，农村供水工作事关
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内容。要按照“农村供水

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工作思
路，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工程建设，加
强全过程水质监测，持续巩固提升农
村供水保障水平。要继续加强调查研
究，认真梳理大家的意见建议，结合地
方实际，尽快出台完善《山东省农村供
水条例》，为全省科学有效管理农村供
水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聊开展立法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