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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12月10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狮子会会长希尔一行。

李强赞赏国际狮子会对全球和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
热忱投入与积极贡献，感谢其长期大力支持中国防盲治盲
事业。李强表示，中华民族有着乐善好施、扶危助困的优
良传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慈善公益事业发展，鼓励并支

持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希望国际狮子会与中
国残联、中国狮子联会加强交流合作。中方愿与国际狮子
会携手努力，为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进步作出更多贡献。

希尔表示，国际狮子会感谢中国为国际慈善事业所
作贡献。国际狮子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加强
协作互鉴，共同促进全球和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京出席2023世界中文大
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丁薛祥表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载体，是
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对话的桥梁。习近平主席指出，学习
彼此的语言，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将有助于促进
人民相知相亲，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支持民众特别是
青少年加强外语学习和开展国际交流，一如既往大力支
持国际中文教育，为加快中文走向全球、服务世界提供
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丁薛祥指出，中文是中国的语言，也是世界的语
言。推进新形势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和世界语言交流合
作，需要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要构建开放包
容的国际中文教育格局，与各方一道办好孔子学院等中
文项目，大力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中文教育，

支持各国培养本土师资、研发本土教材、开展本土化中
文教学。更好发挥中文社会服务功能，不断提升中文的
社会应用价值，支持和鼓励更多国际组织将中文列为官
方语言，欢迎更多国际场合使用中文，积极服务各国经
济社会发展。深化中外语言交流合作，通过“请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强中文与世界各国语言的双向
交流，支持各国青少年来华体验中国文化、展示各国文
化，增进彼此友谊和心灵沟通。促进文明互学互鉴，秉
持开放包容，强化守正创新，共同推动世界多元文明繁
荣发展。

丁薛祥在会前参观了国际中文教育创新发展情况展
览，了解国际中文教育在办学体系、师资队伍、教学资
源、考试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发展成果。

2023世界中文大会以“中文服务世界，开放引领未
来”为主题。中外有关专家、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
和国际语言文化机构负责人等约2000人参加会议。

12 月 10 日，由蜀
道集团作为省级运营主
体推进开行的四川成都
开往湖北荆州的“铁水
联运‘长江班列’”，在成
都市青白江区城厢中心
站首发。该趟班列搭载
着钛白粉、元明粉、玻
璃纤维等物资，将经铁
路到达湖北荆州，再由
长江水运分拨至江苏、
上海等地，运输时间缩
短为 10 天左右。图为
首趟“铁水联运‘长江班
列’”始发。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本报北京 12月 10日电 （记者
赵晓霞） 国家文物局日前在京发布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据文
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
长李群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
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 自 2020年第五阶段实施以
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间、空
间范围，围绕浙江余杭良渚、陕西
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 29处
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
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
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
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

系列进展。
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

5800 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
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
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
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
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
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 3 个
阶段。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的认识
相比，对古国时代文明内涵的认识
更加深化。

其中，第一阶段为距今 5800 年
至 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
河梁遗址为代表；第二阶段为距今

5200年至 4300年前后，社会分化进
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
强；第三阶段为距今 4300年至 3800
年前后，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
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
的基础。

据了解，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
施以来，多学科协同研究不断推向深
入。针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
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
技术空白。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
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 DNA
分析的协同研究显示，距今 7000年
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
异。手工业方面的研究发现，大约
在距今 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
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

本报北京 12月 10日电 （记者
施芳） 10 日，燕文化考古研究中
心成立仪式暨首届京津冀考古论
坛在京举办。活动由北京市文物
局、天津市文物局、河北省文物
局主办，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京
津冀三地考古机构、学会和相关
高校承办。

燕文化正式形成于召公建燕的
西周时期，主要包括今京津冀三

地，最远时达到辽西地区和朝鲜半
岛，与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也有密
切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燕文化三千
余年赓续不断、发展至今，形成了
慷慨任侠、包容共生的地域文化。
北京琉璃河遗址、河北燕下都遗
址、天津张家园遗址等地的考古发
现和研究分别从不同时空印证着燕
文化的复杂性与统一性。

燕文化考古研究中心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
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市考古研究
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天津
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等单
位合作共建。

首届京津冀考古论坛上，围绕
“文化一脉”这一主题，来自京津冀
三地的学者共享在考古发现与研究
方面的最新认识，共同阐释三地历
史文化渊源与脉络，探索拓宽合作
方向、创新合作方式。

新华社杭州12月10日电 12月
10 日，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广
播电视合作论坛在杭州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以
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与会嘉宾认为，去年底召开首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双方共同擘
画中阿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习近平
主席宣布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
行动”，标志着中阿关系步入新时

代。中阿媒体应当采取更加有力的行
动，弘扬丝路精神，夯实合作互信根
基，践行中阿友好，推动文明传承创
新，为推动双方共同发展、促进国际
与地区和平稳定贡献更大力量。

与会嘉宾表示，将共同推动“文明
对话共同行动”的落实，共同实施50部
视听节目合作工程，深化政策沟通、内
容合作、技术创新、人员培训等领域务
实合作，推动广电视听行业创新发展。

论坛以“传承中阿友谊·共享视
听发展”为主题，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阿拉伯国家
联盟秘书处、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共
同主办。共有来自中国和 15 个阿拉
伯国家的广电主管部门、媒体机构、
视听企业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
伯国家广播联盟的 300 余名代表参
会。论坛期间，与会代表共同通过

《第六届中阿广电合作论坛宣言》。

据新华社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者陈圣炜、杨丁淼） 作为世界人
权日的系列活动之一，“数字时代的
人权保障”学术研讨会 10日在江苏
南京召开。

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邢纪红致
辞说，我国在国际上倡导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国内推动共同富
裕，这就要求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
路径必须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契
合，从而为全球人权事业贡献中国
智慧和力量。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
学法学院教授鲁广锦致辞说，数字时
代人的生存空间拓宽延展、生活方式
丰富优化、劳动方式创新解放、共享
机会普遍增多。为做好数字时代的
人权保障工作，我国应加强数据立
法，保护数据生产者积极性和权益，
加强数据内容和数据安全管理，不断
提升数据保护意识，加强数据道德建
设，提高全社会数字文化和数字文明
水平，这对于促进数字时代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健认
为，人权理念和规范是近代以来工
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核心是
确认和维护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数字化时代对人的主体性实现既带
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
战，需要根据数字化时代新的历史
情境对人的主体性内容和要求进行
重新界定，并以与之相应的人权类
型予以保障。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人权研
究会指导，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主
办，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机构
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学术研讨会举办

李 强 会 见 国 际 狮 子 会 会 长 希 尔 丁薛祥出席2023世界中文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在杭州举行
李书磊以视频方式出席并致辞

隆冬时节，江苏省兴化市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色彩斑斓，碧水与池杉相映成趣，呈现一幅美丽的冬日画
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休闲、游览。图为12月9日，游客在公园乘坐木筏赏景游玩。周社根摄 （人民视觉）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最 新 成 果 发 布

燕 文 化 考 古 研 究 中 心 成 立燕 文 化 考 古 研 究 中 心 成 立

本报南宁 12月 10日电 （记者
庞革平） 第十届中国—东盟 （南
宁） 戏剧周 10 日在广西民族剧院
闭幕。

闭幕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以京剧《贵妃醉酒》、越剧《十八
相送》、邕剧 《扈家庄》、昆曲 《牡
丹亭·惊梦》等演出，展现中国戏曲
的魅力。第二部分为东盟各国的特
色表演《多彩东盟》，包括缅甸戏剧

组织带来的缅甸新年舞，新加坡艺
术剧场带来的娘惹舞蹈，以及柬埔
寨文化艺术团、泰国帕塔雅库尔音
乐和戏剧学校、越南国家木偶剧院
等院团的精彩表演，传递东盟各国
民族文化之美。尾声部分，歌舞

《相聚到永久》将闭幕式气氛推向高
潮，描绘了中国与东盟各国艺术家
通过中国—东盟 （南宁） 戏剧周平
台织就的文化交流盛景。

据了解，第十届中国—东盟
（南宁） 戏剧周优秀剧目展演邀请20
余个国内外院团，共演出 26台大中
型剧目。来自国内的艺术院团、文
化机构和艺术院校，带来京剧、滇
剧等剧种表演。来自柬埔寨、缅
甸、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国
家艺术院团，带来孔剧、越南木偶
剧、嘲剧、话剧、儿童剧、诺拉舞
等节目。第十届中国—东盟 （南
宁） 戏剧周十周年回顾展、第十届
中国—东盟 （南宁） 戏剧周十周年
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同步举办。

第十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闭幕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中越两国发展战略不断对接，为中越经

贸、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供不竭动力。两国高层
从战略高度就扩大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保持经常性沟
通，建立了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高级别、跨部门协调
对接机制和各部门对口合作机制。

中越两国经济关联度大、互补性强，利益融合日益
紧密。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
国，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突破 2000 亿美元。今年 1 至
10 月，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1851亿美元，边境小额贸易
和边民互市日趋活跃。面对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
化给两国带来的相似机遇和挑战，中越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挥互补优势，加快推进
基础设施、智慧海关、绿色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新
形势下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中越两国加强铁路联通、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携
手打造互利共赢、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今年
8月2日，一辆运行约2700公里的国际货运列车稳稳停靠
在越南河内安员车站，运来了数百吨货物，为两国优质
产品更便捷地进入对方市场打开新的渠道。两国陆、
海、空、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日趋完善，铁路、公路
建设加快规划推进。双方不断升格开放边境口岸，并于
今年9月宣布启动智慧口岸试点建设。

远望似缟绢垂天，近观如飞珠溅玉——这是欣赏过
德天 （板约） 瀑布的游客发出的赞叹。今年9月，中越德
天 （板约） 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启动试运营，两国游客
可以在合作区内体验 5 小时跨境游，全方位感受亚洲第
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带来的视觉冲击。这项合作不
仅首次整合两国跨境旅游资源并实现共同开发，也成为
中越两国跨境合作的新成果，为中国—东盟合作和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出一条新路。

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立足本国实际、顺应时
代潮流，成功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
义日益焕发出蓬勃生机。中越深化合作、携手发展，将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助于促进地区和
平、稳定、繁荣。

深厚友谊 代代相传

中越边境千年雄关友谊关前，木棉树绽放出鲜红花
朵，见证着两国边民、商人、游客往来熙攘的热闹景
象，也昭示着中越传统友谊必将跨越历史长河，历久弥
深，历久弥新。

今年8月，阮富仲总书记视察友谊关口岸并种下友谊
树。他指出，世界上只有越中友谊—友谊关口岸以“友
谊”二字命名，这体现了越中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
的特殊传统友谊，“越中关系不断发展，完全符合越南人
民的愿望，相信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同志加兄
弟’的情谊定会越来越深厚”。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越关系也步
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实现中越世代友好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希望青年朋友们做两国世代友好的传承者和接班
人，为打造中越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使中越友好事业
代代相传。”阮富仲总书记说：“希望两国青年密切交
往，增进了解，传承友谊，成为创造越中更美好未来的
重要力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不约而同将中越友好的
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两国青年身上。

“会场内外金星红旗和五星红旗交相辉映，500 名越
中两国青年代表从陌生到熟悉，共叙友谊，共话未来。”

回忆起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总书记在河内
共同会见参加第十六届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的中越青
年代表时的场景，越南青年陶文新仍历历在目。通过参
与交流活动和深入了解两国传统友好的历史，他认识到
青年一代应传承这份珍贵情谊。“做越中传统友谊的传承
者、做越中友好合作的推动者、做越中关系未来的建设
者，我们青年人责无旁贷。”陶文新说。

“越南歌手杜氏清花还在中国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
道》 节目中获得月度冠军。”2017 年访越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在署名文章中提到的这一细节，让杜氏清花至今
难忘。作为中越人文交流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杜氏清花
先后在广西和北京深造7年。在华学习期间，杜氏清花参
与录制了多个中国电视节目，并在学成回国后将 《春天
的芭蕾》 等中国优秀歌曲带上越南艺术舞台。优美的旋
律和美妙的声音，不断拉近中越两国观众的心灵距离。
杜氏清花自信地说：“我会把更多优秀的中国歌曲带到越
南，也会把越南丰富的民歌资源介绍到中国，为增进两
国民间友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烈日炎炎的河内，到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越南青
年陈儒决在中国东北林业大学先后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
位。学校教师和同学们的热情，让这名越南青年感受到
温暖。完成学业回到越南后，陈儒决创办了自己的中文
培训机构，帮助更多越南年轻人实现学习中文、到中国
留学的梦想。截至目前，已有 2000余名越南学生在这里
学习后通过了相应等级的汉语水平考试。他还帮助更多
越南学生申请到中国进修的机会。

今年 11 月 1 日，与越南老街省隔河相望的云南河口
瑶族自治县，举办了云南省边境幸福村体育嘉年华三人
篮球赛，中越两国青年以篮球为媒，结识新朋友。他们
还深入边境村镇，感受射弩、陀螺、爬花杆、磨秋等中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魅力，在参与和体验中更多
了解中国。

同一天，“同唱一首歌”中国—东盟青年影视歌会在
河内举行，中越两国青年学生等约400人以经典影视作品
为媒同唱一首歌。中国电影 《花样年华》《梁祝》《大鱼
海棠》 的主题曲及 《我家在云山》 等越南经典民歌婉转
悠扬；伴着在越南热播的中国古装剧 《楚乔传》 主题
曲，越南国家歌舞剧院舞蹈队舞姿曼妙；越南新活力民
族乐团则用中越两国民族乐器奏响 《男儿当自强》 等中
国电影中的经典曲目……河内大学副校长阮进勇在致辞
中表示，越中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越中青年通过
交流两国的影视歌曲，了解并学习彼此优秀艺术文化，
这将有助于越中青年们的友好交往，加强两国人民相互
了解，促进两国关系发展。

从数千人参与过的中越青年友好会见，到近万名青
年代表参加的中越青年大联欢，再到越来越多的两国年
轻人选择学习对方语言、赴对方国家旅行和留学、喜爱
对方国家的影视综艺作品，两国青年和人文交流渠道不
断拓宽，交往范围越来越广。

面向未来，两国人民必将进一步加深对彼此国家的
了解，必将进一步增强对中越友好历史的认识，必将更
加深刻理解中越关系“如手和足，如杵和臼，如根和
茎，如兄和弟”的历史与时代意涵，并从中实现更强的
获得感、幸福感。

*** ***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中越不仅仅是山水相连的友

好邻邦，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两国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守望相助、携手前行。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越南革新开
放处于关键期，中越合作面临关键历史机遇。相信习近平
总书记此访必将为中越关系未来发展把稳政治方向，丰
富合作内涵，不断壮大社会主义事业，守护好地区和平
与发展红利，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