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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6月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乌赫那·呼
日勒苏赫，祝贺他当选蒙古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蒙是山
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和真诚合作伙伴。
当前，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蒙两国政府和
人民同舟共济、携手抗疫，取得积极
成效。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
同你一道努力，引领中蒙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河南郑州迎宾路402号，有一座
雅致小院人气很旺。“想懂黄河，要
来这儿。”讲解员说。这里是黄河博
物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的
江河博物馆之一。

进入门厅，眼前是覆盖了整面
墙的一帧巨幅油画——滔滔奔腾的
黄河，自陡崖倾泻而下，形成壮美
的壶口瀑布。“黄河之水天上来！”
游客赞叹道。

数千年来，母亲河昼夜奔流、水
患频仍，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治黄斗
灾。黄河博物馆的史料显示，先秦至
1949 年以前的 2540 年里，黄河决溢
1590 次，改道 26 次。最大一次洪水，
发生在1843年，“道光二十三，洪水涨
上天”。馆内一份水情奏折格外醒目，
官员极尽描绘水灾惨况，道光皇帝竟
只是朱批三字：“知道了”。除了天灾，
还有人祸。1938 年，国民党政府炸开
郑州花园口大堤，黄河改道，给下游
百姓带来深重灾难……

黄河治理迎来转折，是在 1946

年。那一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前
身、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
1952 年 10 月，毛泽东主席首次离京
考察，他来到郑州黄河岸边，坐在
小顶山上久久凝望，“要把黄河的事
情办好”的号召，自此响彻全国。

欲治黄，先规划。欲规划，先
勘测。

1953年9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
版刊发报道 《黄河流域勘测工作正
在积极进行》。当时，开封少年王渭
泾 12 岁，名字中的“渭”和“泾”，
都属黄河支流，这似乎注定了他与
黄河的一生情缘。1961 年起，20 岁
的王渭泾即参与治黄。后来，他长
期担任河南黄河河务局局长。而
今，耄耋之年的他发挥余热，现任
局里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退休前，每到汛期，王渭泾总
是四处巡堤、处险。提起 1985 年秋
汛，他记忆犹新。那年中秋夜，他
焦急地赶往长垣县于林控导工程，
当地物料储备不足，防洪工程较薄

弱，他现场协调解决完相关问题，
马上又赶到温孟滩，那里出现“横
河”，直冲大堤和蟒河河道。“当地
修防处主任两天两夜没合眼，刚咬
了一口包子，就骨碌碌滚下大堤。
别人救起他，他说太困，睡着了。”
王渭泾告诉记者，温孟滩抢险，他
们奋战了26个日夜。

7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几代治黄人勇敢地站在
黄河边上，黄河大堤加高4次，一批
批水利工程规划建成投用。尽管时
有险情，但黄河岁岁安澜。

“现在的大堤，可以说是‘固若
金汤’，沿岸老百姓汛期也能睡个好
觉。”王渭泾说。

从他办公室向窗外望去，隔着
一条金水路，就是黄河勘测规划设
计研究院。记者采访研究院副院长
彭少明时，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一张
黄河流域规划图前，“这样可以更直
观地了解黄河的规划”。

“对黄河来讲，2019年9月18日

是一个大日子。”彭少明记得很清
楚，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
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提出“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自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座谈会
后，黄河治理沿着新思路展开，即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对上中下游、干
支流统一规划，加强生态保护，黄河
就能造福人民。”彭少明说。

听了当地人的推荐，记者又专
程去了一趟郑州黄河文化公园。“我
们公园成网红打卡点了。”在临河广
场上，公园管委会副主任杜振宇扶
着 一 根 栏 杆 介 绍 ， 2019 年 9 月 ，
习 近平总书记曾在这里凭栏远眺，
视察黄河。

“从这儿看黄河，很有深意。”
杜振宇指着东侧，说出一串数据：

“3 座桥，500 米，100 年”——3 座
铁路桥，相隔 500 米，跨越 100 年。
最老一座，1906 年建成，是黄河上

第一座铁路桥，由清政府投资、外
国人设计修建。后两座桥，是新中
国成立之后，中国人自己建造的。
最新的那座，2013 年贯通，可以跑
城际高铁。百年时空浓缩在500米之
内。“站在这里，能深深体会什么叫
国家富强、黄河安澜！”杜振宇说。

距临河广场不远处，炎黄雕像
高耸入云，黄河地质博物馆人流不
断，中华名人雕像群栩栩如生，黄
河文化的厚重感扑面而来。一群参
加研学旅行的小学生，正专注地听
老师讲述黄河的历史故事。宽阔堤
岸的一块巨石上，“黄河”两个红色
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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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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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黄河岁岁安澜。今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已成重大国家战略——

黄 河 奔 向“ 幸 福 河 ”
本报记者 张一琪 陈振凯

不久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
通过“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其中“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关键词之一。

这已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一次
出现在联合国文件中。早在 2017 年 2 月，这一
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决议，随后陆续被写入联
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通过的多份
联合国决议。

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
期待又感到困惑的关键时刻，面对“人类社会
何去何从”这一时代命题，中国给出了响亮回
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8年
多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趋完善，内涵不
断丰富，实施路径日渐清晰，这一顺应历史潮
流的中国方案日益深入人心。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从构建双边命运共
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
拉命运共同体，到倡议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从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推动应对气候变
化 《巴黎协定》 落槌生效、支持全球抗疫合
作；从共建“一带一路”，到倡议设立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连续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这么说，更
是这么做。

危难显担当，风雨见真情。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引发全球危机。英国 48家集团俱乐部

主席斯蒂芬·佩里感慨说：“通过此次疫情，我
们更深刻感受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
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应对全球危机的
正确选择。”艰难时刻，中国再次挺身而出，倡
议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发起新中国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人道行动。

一个个务实行动，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不断走深走实，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强烈共
鸣，赢得世界广泛支持和认同。“从长远来看，
世界各国和联合国都会从这一理念中受益”“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人着眼于人类长
远利益的远见卓识”，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届会议主席菲利普·查沃斯这样称赞道。

回首过往，从莫斯科到巴西利亚，从雷尔
国际会议中心到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从纽约联
合国总部到日内瓦万国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中国之声响彻世界，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
对和平、发展、繁荣的向往，为全球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展望未来，这一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必将
在全球激荡起更多回响，取得更为丰硕的成
果，创造人类更加繁荣、更加安宁的美好未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中国方案的世界回响
■ 邱海峰

人间正道的魅力⑦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 （记者冯华） 6 月
11日，国家航天局在京举行天问一号探测器
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揭幕仪式，公布了
由“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着陆点全景、火
星地形地貌、“中国印迹”和“着巡合影”等
影像图。首批科学影像图的发布，标志着中
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3年全面启
动论证，2016 年 1 月批准立项。2020 年 7 月
23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于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历经地火转移、火星捕获、火星停泊、离轨
着陆和科学探测等阶段，工程任务按计划顺
利开展，截至 6月 11日，环绕器在中继轨道
运行状态良好，“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
已工作28个火星日。

图①：“中国印迹”图。
图②：着陆点全景图。
图③：“着巡合影”图。

国家航天局供图 （新华社发）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公布天问一号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公布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圆满成功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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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济源“黄河三峡”景色。 新华社记者 郝 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