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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 110740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何雨欣、侯雪静） 国
家税务总局

!"

日发布数据显示，
#$!%

年，全国税收收入完
成

!!$&'$

亿元 （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
税），比

%$()

年增长
!!*%+

，增收
(((&,

亿元。

上图：市民在选购窗花、剪纸。

右图：市民在购置年货。

下图：市民在农博园内拍照留念。

据新华社喀土穆
!

月
!"

日电 （记者邵
杰）中国驻苏丹大使馆

!"

日说，日前在苏
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被武装分子劫持的

'

名
中国员工已经获释。苏丹官员表示，获释

'

人身体状况良好。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一名负责人对新华社
记者说，经各方全力营救，本月

!%

日在苏丹北
达尔富尔州被劫持的中铁十八局

'

名员工已
全部安全获释。这名负责人说，此次中方员工
遭劫持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高度重视，迅

速指示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全力展开营救。大
使馆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紧急向苏丹有关方面通报情况，商讨营救措
施，并通知在达尔富尔地区作业的所有中资
公司，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安全防范。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 （记者徐松） 全国政协主席
贾庆林

!"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贾庆林说，中日互为重要
近邻，相互交往和利益交融广
泛、深入，两国走和平、合作
之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也符合本地区和国际

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重视发
展对日关系，愿在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基础上，本
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继续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双方应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
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存在的立场
分歧，推动两国关系进入健康
稳定发展的轨道。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

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
规划（

%-)#.#-/-

年）》。
会议决定，

#-)/

年春节前为全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
象、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共
01,/!'

万人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

中华文明中不乏海洋基因，只是长期

被大陆基因所抑制。如今，中华民族再次

走向海洋。不同于郑和下西洋，这次是注

定要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梦的民族自觉行为。

然而，许多人将郑和下西洋及近代西方的

海上扩张作为中国走向海洋的参照系，存

在误区。

误区一，海洋是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

在钓鱼岛、黄岩岛等周边海岛争端迭起的

今天，一些人在宣扬来自海上的威胁。这

种想法是有现实依据的。但过分宣扬海上

威胁，则是个误区。毕竟，岛屿争端，主

要是海底权益与战略通道安全的角逐。中

国作为超大规模社会和文明型国家，安全

威胁多来自内部，外部的威胁也是全球性、

综合性的，从本质上说并非源自海洋。

误区二，建设海洋强国是民族复兴的

不二法门。许多人脑海里，中国梦的最后

检验是海洋梦。的确，走向海洋是民族复

兴的伟大创举。然而，海洋强国并不等于

世界领导型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

确立世界领导型国家地位，关键是对包括

公海在内的网络、太空等全球公域的进入、

维护和掌控能力。

误区三，走向海洋第一要务是拓展海

权。一些人认定海洋强国首要体现于强大

的海军。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但仔细思考

又觉得没有那么简单。甲午战争期间，中

国的北洋舰队并不落后于日本，结果不是

全军覆没吗？古今中外的例子提醒我们，

中国海权的维护，靠的是自身的竞争力和

体制。更明显的变化是，传统海权只停留

在海面，而如今更体现在海底。海洋资源

的开发利用、海上通道安全的维护，更为

关键。

误区四，走向海洋要么务实加入“蓝

色圈地运动”，要么务虚地输出中华文化。

一些学者如此呼吁，似乎也得到了形势佐

证。亨廷顿曾断言：“文化在世界上的分

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然而，海洋文明的

缺失才是中国在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

中落入被动局面的根源。建设海洋强国，

复活沉睡五百年的海洋基因，是不够的。

误区五，走向海洋的终极目标是打造

“海上中国”。走向海洋只是表象，中国最

大的挑战是文明转型而非塑造海洋文明本

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而

是转型———作为传统内陆文明，如何走向

海洋？作为农耕文明国家，如何培育海洋

文明思维，实现海洋文明崛起？在建设海

洋强国的征途中，如何避免欧洲海洋文明

的陷阱？

这正是笔者即将出版的新书 《海殇：

欧洲文明启示录》所要揭示的。传统中国，

经历“夷夏之辩”而形成；现代中国，经

历“中西之辩”而塑造；全球中国，因为

“走向海洋”而胎动。

一句俄罗斯名言这样警告说，“忘记

过去，失去一只眼睛；沉溺于过去，失去

双眼。”英日等海洋国家在今天世界上的尴

尬处境，欧洲海洋文明的衰落，郑和下西

洋未竟之事业，对中国走向海洋都是很好

的警示，表明中国的海洋强国梦，走自己

的老路或西方扩张的老路，都是没有出息

的。

中国重新走向海洋，不是去恢复郑和

当年的辉煌，也不是载着黄土在海上漂流，

而是要塑造“全球中国”的身份和世界领

导型国家的地位。中国肩负着文明复兴与

文明转型的双重使命，为此必须实现跨越

式发展，避免落入效仿、赶超的陷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海
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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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
“中国梦”。

在过去的十年里，开放让一些努力成为可能，国际
贸易摩擦中，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也让谈判加了些砝
码，作为全球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事务的深度和广度
在不断延伸，在大国崛起的路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不再被小觑。

在未来十年里，改革还将会继续，全面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推进，美丽中国要扎根在这块土地
上，改革开放成为最大红利。

国强民富，社会和谐。
在偌大的中国梦体系中，我们更愿意注重个体梦想

的期许，毕竟中国梦从来不可能是脱离了人的一个空镜
头，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必有每个追梦人的身影。

可能是一个异地参加高考的权利，可能是一个带有
卫生间的屋子，可能是一部最新款的手机，可能是一顿
肉多一点的午餐，不
必多伟大，也不需要
多崇高，只是希望能
够在自己的努力中实
现一个内心的渴望。

在每个个体的期
许里，绘成一张中国
梦的图景，是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正义和公平得到守护。

实干兴邦。
要有逢山开路的勇气。
中国梦的实现又怎会那么轻易？
壮士断腕，刮骨疗伤。
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屡次表述中，我们感受到这种不

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仍给自己一个期许，试看今天
的日子，哪一个离得开先烈们的努力？

鸦片战争以后，这个国家就倔强地追求着民族的独
立与自由，还记得戊戌变法吧？还记得辛亥革命吧？还
记得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君吧？还记得井冈山的星星之
火吧？还记得艰苦的八年抗战吧？还记得淮海战役吧？

历史潮流浩浩汤汤，民族复兴之路从未被真正阻
挡。

在宏观的叙述中，中国梦许了公众一个未来，但每
一个具体而真实的中国梦的实现最终要靠公众自己。

当面对不公时，你是否愿意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正当
权利？

当面对诱惑时，你是否愿意
存有一份敬畏之心？

当面对苦难时，你是否愿意
坚信理想不死？

学习并践行作为一个公民的
权利和义务，你是否愿意？

是的，你的梦想真实地握在
你自己的手里，中国梦，同样也
在你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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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中国海洋强国梦
不走西方老路

!

王义桅

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

8953万困难群众将获补贴

贾庆林会见鸠山由纪夫

在苏丹被劫持4名中国员工安全获释

农博会上

"

月
"#

日，第四届吉林冬季农业博

览会暨净月潭新春大集在长春市农博园正

式开幕。本届展会面积近
$%

万平方米，

以“赶大集、购年货、赏雪景、看绿色”

为重点，突出文化内涵和“年味儿”特

色，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赶集”。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审计署
"

月
!"

日向社会
公布了

%-!!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
题的整改结果。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说，

%--0

年以来，针对
每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中反映的问
题，有关部门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整改

',--

多亿元，挽回
和避免损失

/--

多亿元，纠正违规用地
!%-

多万亩。

审计整改 挽回300多亿元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张意轩） 来自商务部的统
计数字显示，

$%"$

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

个国
家和地区的

&&$'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

(($!$

亿美元，同比增长
$)!#*

。

对外直接投资 增长28.6%

!

!"!"

年

我国在轨航天器
数量将超200颗

今年将实施
!"

次宇航型号发射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 （记者王敏） 记者从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了解到，到

%-%-

年我
国将具备全面的宇宙空间探索能力，届

时我国在轨航天器数量将超过
%--

颗。
据介绍，

%-!/

年，航天科技集团将实施
!"

次宇航型号
发射，计划将

%-

颗航天器送入太空。其中，抓总研制的神
舟十号与天宫一号将完成载人空间交会对接应用飞行任务，
进一步验证交会对接技术的可靠性。嫦娥三号卫星将实现
首次月球软着陆探测和自动巡视勘察。

根据部署，到
%-%-

年我国将具备全面的宇宙空间探索

能力。形成新一代运载火箭系列，突破重型运载火箭关键技
术；建设我国独立自主的空间站，完成月球探测“绕、
落、回”任务，突破载人登月关键技术，开展火星、金
星、土星、木星及小行星等深空探测工程。

据介绍，到
%-%-

年，我国在轨航天器数量将超过
%--

颗，占全球在轨航天器总数
%-+

左右；年
均发射数量达到

/-

次左右，占全球发射数量
/-+

左右。届时我国将完成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建
设，建成完善的国家空间基础
设施和航天装备体系。

权威发布

赶 大 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