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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8 日电

8 月 28 日，2022 年中国网络文

明大会在天津开幕。中共中

央政 治 局 委 员 、中 宣 部 部 长

黄坤明以视频方式出席并致辞，

强调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书记关于网络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紧紧围绕迎接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同

心唱响时代奋进凯歌，大力弘

扬向上向善新风，汇聚起亿万

网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

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黄坤明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 中 央 就 加 强 网 络 文 明 建 设

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网络空

间向上向好态势日益巩固，网

络 文 明 建 设 取 得 明 显 成 效 。

要始终高举思想旗帜、坚定正

确政治方向，着力培铸文化之

魂、拓展实践之路、完善治理

之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加强网民文明素养

理念塑造和实践养成，推动网

络 综 合 治 理 和 网 络 文 明 建 设

紧密结合，让先进文化和时代

精 神 充 盈 网 络 空 间 。 要 加 强

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汇

聚 各 界 之 力 构 建 网 络 文 明 人

人 参 与 、人 人 受 益 的 良 好

格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

津 市 委 书 记 李 鸿 忠 出 席 开 幕

式并致辞。

本届大会为期 2 天，主题

为“弘扬时代新风 建设网络

文明”，由中央网信办、中央文

明 办 、中 共 天 津 市 委 、天 津 市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 有 关 部

门负责同志、互联网企业和网络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和

网民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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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中国杂交水

稻商业化推广面积 22.65 万

公顷，促进粮食增收 3.08 亿

公斤；湄公河畔，在中国扶贫

专家帮助下，曾经的贫困村

庄有了干净饮用水、铺上了

水泥路、盖起了新楼房；在太

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中国援

建的学校被当地人誉为“像

一座灯塔，照亮瓦努阿图年

轻 一 代 学 习 知 识 的 道

路”……一个个民生改善、国

家发展的生动故事，映照着

中国为全球发展付出的不懈

努力，折射出“普惠包容，共

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我们应该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提升全球发展的公

平性、有效性、包容性，努力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尊

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

道路，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平

等发展的权利，重视并切实

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关切，

解决国家间和国家内部不平

等问题，不让任何一国、任何

一人掉队”。从疫情给全球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多重

危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

形势着眼，习近平主席向国

际社会发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坚持普惠包容，提升全

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这一重要倡议，为跨越发展鸿沟、重振全

球发展事业注入信心和力量。

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必须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

性。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

不能少。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

的发展机会和权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

裕”“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

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我们要直面贫富差距、发展

鸿沟等重大现实问题，关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关爱贫

困民众，让每一片土地都孕育希望”。稳步推进全球发

展倡议落地落实，正是要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创造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

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发展局面。

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必须提升全球发展的有效

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复苏不均衡加剧全

球不平等，南北鸿沟持续扩大。在这个关键时刻，只有

坚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关注发展中国家紧迫需求，

才能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全球发展倡议以减贫、

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

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互联互通等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发展问题“再聚

焦”、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再承诺”、对全球伙伴关系“再

提振”、对国际发展合作“再激活”，为缩小南北鸿沟、破

解发展不平衡提出了“路线图”，为推进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加速器”。

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必须提升全球发展的包容

性。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世界，能给各国带来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给人类带来更繁荣的未来。不限于

一时一事，不囿于一国一域，全球发展倡议是“向全

世界开放的公共产品”。倡议在对接重点领域的同

时，积极对接各国需求、对接合作机制、对接各界伙

伴，努力实现不让任何国家掉队、不让任何诉求被忽

视、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伍、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的目标。正是因为这种开放包容的属性，倡议提出

以来，得到 100 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积

极响应和广泛支持，50 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

之友小组”。

“ 心 合 意 同 ，谋 无 不 成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式

上，这样一幕令人印象深刻：来自世界各地的 76 名年

轻人并肩前行，一幅展现世界各国人民休戚与共、共

克疫情、为梦想激情拼搏的长卷徐徐展开。“一起向

未来”的有力口号，表达出携手同行、共创未来的美

好期许。加快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各国加强发

展合作、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必能不断汇聚促进

发展的强大共识和合力，开创全球发展事业更加光

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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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的番茄是彩色的。

走进山东省寿光市丹河设施蔬菜标

准化生产示范园品鉴中心，展示区摆满

了各种“奇菜异果”。仅番茄就有红、橙、

黄、绿、青、白、紫等 10 余种颜色，形状各

异。“集团已经培育了 70 多个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蔬菜品种，其中特色番茄的市

场认可度较高，有些品种表现超过国外

种子，但价格可以低 1/3 左右。”山东寿光

蔬菜种业集团董事长刘欣庆说。

有“中国蔬菜之乡”之称的寿光，蔬

菜种子曾长期依赖进口。“10 年前，菜农

每年购买种子种苗大约需要 6 亿元，其

中近 4 亿元支付给了国外公司。比如番

茄 进 口 种 子 ，每 亩 地 平 均 要 800 元 至

1000 元，是国内种子的 3 到 5 倍。”刘欣

庆介绍。

为破解种子“卡脖子”难题，2012 年

起，寿光市出台蔬菜种业发展系列扶持

政策，培育一批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种

业企业，其中 7 家获批省级种业技术研发

中心、4 家建有种质资源库。山东寿光蔬

菜种业集团建造的种质资源库，可保存

种质资源 20 余万份，目前入库育种材料

2.1 万份，是山东省最大的蔬菜种质资源

保护中心。

“我们以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

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建成投用了国家现代

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研发中心，先后与

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 10 多家科

研院校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携手培育蔬

菜良种。”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新

介绍，目前寿光市自主研发的蔬菜新品种

达到 167 个，国产种子市场占有率已由

2010年的 54%提升到 70%以上。

良种还须配良法。今年 36 岁的郑景

渠，从父亲手上接过温室大棚蔬菜生产

的“接力棒”。在孙家集街道的瑞航家庭

农场里，蔬菜大棚全部应用了智能电气

化设备，菜农们正忙着耙平土壤、起垄做

畦、栽种幼苗。郑景渠掏出手机，指尖轻

点，水肥一体机“轰轰”作响，棚顶放风口

缓缓拉开。“以前靠经验，现在靠标准。

提前设定施肥量、给水量、温度等数据，

物联网设备可以全方面监测作物长势，

遇到问题系统自动报警，点手机代替了

动锄头。”郑景渠说，照着标准干，产量翻

了番，一个棚带来年收入超过 40 万元。

近年来，寿光市建起丹河设施蔬菜

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试验示范基地等现代化园区，带头推行

农资、技术、管理、检测、品牌、销售“六统

一”标准化管理，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

据、电气化、云计算等，推广自动控温、自

动喷滴灌、自动放风、自动施肥、自动卷

帘“五个自动化”技术。“目前，现代化园

区已辐射带动 80％以上的农户进入标准

化生产时代，吸引了一批像郑景渠这样

的年轻人返乡创业。”王立新说。

寿光在品牌建设上攻坚发力，“寿光

蔬菜”已成功注册为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全市拥有“乐义蔬菜”“七彩庄园”2 个中

国驰名商标，认证“三品一标”（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农产品 315 个。“借助品牌优势，

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我们的优质

蔬菜已经走出国门，卖到海外。”在稻田

镇崔岭西村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村支

书崔玉禄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蔬菜运输

路线图说，合作社现有社员 165 户，蔬菜

价格平均每斤高出市场价格 0.2 元，每年

可为每户增收近 3 万元。

“嗞啦——”在寿光市亿龙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自动化油炸生产流

水线高速运转，经过一道道标准化工序

后，工人将炸好的土豆、豆角打包。不久

后，这些预制菜将被配送至客户手中。“从

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产品的链条延伸，推

动蔬菜发展进一步迈向品牌化、高端化。”

王立新介绍，近两年，寿光以即配类预制

菜为代表的食品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

发展起来，2021 年重点培育的预制菜企业

有 27家，产业年产值 78.8亿元。

“前端拎稳‘菜篮子’，聚力做好标准

制定、种子研发、技术集成创新；后端端

牢‘菜盘子’，培育特色蔬菜品牌、打通高

端销售渠道；中间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

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寿光市

委书记赵绪春说，未来，寿光将全链条发

力 ，提 升 农 业 竞 争 力 ，推 动 建 成 结 构 合

理 、链 条 完 整 的 千 亿 级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集群。

从“一粒良种”到“一桌好菜”，山东寿光——

全链条提升蔬菜产业竞争力
本报记者 李 蕊

走进县城看发展

关城、敌楼、烽火台……穿过一段陡峭的

山脊，站在前干涧段长城 6 号敌楼前极目远

眺，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内绵延 16 公里的

古长城，恍若一条巨龙沿着崇山峻岭，迤逦没

入满目苍翠。

不远处，黄崖关 20—21 段墙体修缮工程

正在进行。“墙体鼓胀超出 60 厘米，经过专业

检测，墙体底部已不安全，修缮迫在眉睫。”眼

前的邢亚萍，一身运动装，瘦削、干练、少言，

但讲起话来却句句透着坚定。毕业就来到黄

崖关长城工作的她，如今是天津市蓟州区盘

山（长城）管理中心文物古迹管理科科长，21 年

来，她走遍了黄崖关长城的每一个角落，被同

事誉为“长城通”；凡有维修工程，她总是冲

在一线，施工现场就是她的办公室……“这

既 是 与 历 史 的 对 话 ，也 是 一 份 沉 甸 甸 的 责

任。”邢亚萍说。

蓟北雄关黄崖关有着 1400 余年的历史，

沉淀了厚重的文化。邢亚萍告诉记者，蓟州

区现存长城总长 40.28 公里，整体较为脆弱，

强化长城保护，日常管护必不可少。

一根简易的登山杖、一把镰刀，便是她日

常巡护的全部装备。“很多地方没有路，遇到

杂草等，就用镰刀开出一条路。”1 周 3 次长城

巡护，常年风吹日晒，邢亚萍坚持不懈。“很多

检查的点位比较远，一去就得一整天，午饭就

吃口随身带的干粮。”

龙凤岭是黄崖关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第一

道防线，地势极为险要。去龙凤岭实地查看，需

经一段山崖之上接近 70度、数十米长的光滑巨

石陡坡。“陡坡不长草木，每次都是挪着爬过

去。今年 4月，因为长城保护项目需要，再次去

龙凤岭实地勘查，手机在口袋里响，根本不敢

看，浑身都在抖。”这段悬崖绝壁，邢亚萍上去过

4次，“每次下来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但只要长城

保护需要，我随时还会再上去。”

除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上报问题，她还

要 盯 紧 各 项 修 缮 工 程 ，确 保 原 始 信 息 不 被

破坏。

6 年 前 ，黄 崖 关 长 城 6 号 敌 楼 修 缮 工 程

启动。“这是一处明代敌楼，400 多年风雨剥

蚀 ，券 顶 出 现 裂 痕 ，已 经 影 响 整 体 结 构 。”

118 天 的 工 期 ，她 去 了 50 多 趟 ，每 次 至 少 巡

查 3 个 小 时 。 有 一 次 发 现 工 人 正 在 对 墙 体

外 表 用 水 泥 勾 缝 ，她 立 即 制 止 。“ 文 物 修 复

要 使 用 原 材 料 ，保 持 原 形 制 、原 结 构 ，坚 持

最少干预，长城墙体勾缝必须采用古法、使

用 泼 灰 ，才 能 尽 可 能 保 留 更 多 的 原 始 信

息 。”正 是 靠 着 工 作 上 的 严 谨 细 致 、一 丝 不

苟，多年来，黄崖关景区文物维修工程全部

高质量通过验收。

目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

本体修缮项目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邢亚萍

说：“我们和天津大学正在合力推进建立长城

全数字化保护系统，通过实时全程监测随时

发现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日常养护，改变以

往出现病害再抢救的方式。”

邢亚萍常说：“文物保护要着眼现在、放

眼未来。不但要最大限度地维修保护好历

史遗存，更应加大宣传，让更多人关注、关爱

文物。”每逢节假日，她和同事都会带上自制

宣传册，向游客宣传长城保护知识。深挖黄

崖关长城历史文化内涵，她牵头举办了“名

帅雄关——首届‘戚继光与黄崖关长城国际

学术研讨会’”；参与编纂了《天津市明长城

保护规划》等。“通过对黄崖关长城的古迹修

复、史料整理、文脉传承，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共同守护长城文

化根脉。”邢亚萍说。

如今的黄崖关长城旧貌换新颜，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截至目前，黄崖关长城已

接待中外游客超千万人次。

21年来，她走遍了黄崖关长城的每一个角落——

一片真心守长城
本报记者 武少民

■点赞新时代R

本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印发

《关于做好第一批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确定辽宁、浙江、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广西

7 个省份作为第一批省级水网先导区。

《通知》强调，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要锚定“系统完备、

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

家水网建设目标，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按

照国家水网和区域水网总体布局，统筹谋划省级水网“纲、

目、结”，进一步优化省级水网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

构建互联互通、联调联控的网络格局，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

能力。

《通知》从加快实施省级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开展数字

孪生水网建设先行先试、创新水网工程建设运行管理体制

机制、加强省级层面组织领导和协调推动等方面，对省级水

网先导区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力争用 3—5 年时间，先导区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创造一批可借鉴、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切实发挥先导区示范引领作用。

水利部印发通知

确定七省份为第一批省级水网先导区

本报成都 8 月 28 日电 （记者王明峰）28 日，据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消息，随着气温下降、省内多地降雨，四

川省用电紧张局面得到缓解。截至 28 日 12 时，四川省一

般工商业用电已全部恢复，除高载能企业外，大工业用电

正逐步恢复。后续水电来水持续好转后，大工业将全部

恢复正常用电。

随 着 气 温 降 低 ，空 调 负 荷 明 显 回 落 ，28 日 空 调 负 荷

比 最 高 值 减 少 1200 万 千 瓦 ，下 降 约 52% 。 27 日 ，四 川 省

居民日用电量从最高时的 4.73 亿千瓦时降至 3.4 亿千瓦

时 。 总 体 来 看 ，四 川 电 力 供 需 矛 盾 将 在 近 期 得 到 基 本

解决。

据介绍，28日四川水电日发电能力为 4.6亿千瓦时，较前段

时间最低值回升 9.5%。降雨量不足等因素导致的来水电量下

降的情况，仍需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当前四川水电发电能力还

处于较低水平。

四川用电紧张局面得到缓解

8 月 28 日，在圆满完成重庆森林火灾扑救任务的一批森

林消防人员撤离之际，众多重庆市民自发来到路旁欢送。

在社交媒体上，许多令人动容的细节被不断转发，网友们

表达着自己的感动：“热泪盈眶！都是可爱的人啊”“被这一

刻，燃哭了”……一次次蹈火出征，一次次爱心接力，在网络空

间汇聚起温暖和力量。

左图：28 日，在重庆市北碚区，一名前来送别的小女孩向

消防车队敬礼。 新华社记者 朱高祥摄

下图：28 日，在重庆市北碚区，森林消防队员向前来送别

的群众比心。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致 敬

本报天津 8月 28日电 （记者武少民、金歆、靳博）8 月

28 日，2022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主论坛环节发布了《共建

网络文明天津宣言》。

宣言提出：共建网络文明，严把网络导向，优化网络生

态，繁荣网络文化，规范网络行为，维护网络安全。

据 了 解 ，本 届 大 会 全 力 打 造 网 络 文 明 理 念 宣 介 平

台 、经 验 交 流 平 台 、成 果 展 示 平 台 和 国 际 互 鉴 平 台 。 会

议 期 间 将 举 行 主 论 坛、网 络 诚 信 建 设 高 峰 论 坛、10 场 分

论坛、新时代中国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示和网络文明主

题活动等。 10 场分论坛围绕网络内容建设、网络生态建

设 、网 络 法 治 建 设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等 方 面 进 行 深 入 交 流

探 讨 。 新 时 代 中 国 网 络 文 明 建 设 成 果 展 示 从 党 和 国 家

推 进 网 络 文 明 建 设 、各 地 开 展 网 络 文 明 创 建 、互 联 网 企

业助力网络文明发展等角度，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集 中 展 示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我 国 网 络 文 明 建 设 的 丰 硕

成果。

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发布《共建网络文明天津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