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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2 日电 （记者姜
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刘云山 22 日在人民日报社调研
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正确
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加快推进媒体
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竞争
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为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刘云山首先来到人民日报社“中
央厨房”，听取融媒体采编发平台建设
情况介绍，勉励大家精心做好新闻采
集、编辑、发布工作，推出更多有影
响的融媒体产品，把党报传播优势向
网上拓展。在新媒体中心，刘云山仔
细了解人民日报客户端和法人微博、

微信运营情况，强调新媒体要认真履
行社会责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更好引领网上舆论，唱响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在人民网，刘云山与基层
群众现场连线交流，希望人民网多搭
建联系群众的桥梁，推动解决实际问
题，更好服务群众。

刘云山就加快媒体融合发展，与
中央新闻单位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在
听取大家发言后，刘云山说，媒体融
合发展是大势所趋，要以更加积极的
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形成融合传播优势，拓展新闻
舆论工作的广阔空间。要把正确导向
要求贯穿到媒体融合发展各方面，坚
持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保持主流媒体的品格和风范，讲
责任、讲品位、讲格调，营造良好舆
论环境。媒体融合发展，重要的是内
容建设。要坚持内容为王，传播党的
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增强新闻报道
的权威性时效性，增强舆论引导的针
对性实效性，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
的新闻作品，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
势。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
展规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媒体融
合发展，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
阶段。要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用人
体制和激励机制，培养更多“全媒化”

“复合型”的新型媒体人才。要一手抓融
合、一手抓管理，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管
理水平，更好以管理促融合、促发展。

刘云山强调，做好迎接党的十九大
宣传工作是今年新闻宣传战线的头等
大事，要增强“四个意识”，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做好工作。要深入宣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宣传党的十八大
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引导干部群众坚定“四个自信”。要
贯彻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切实做好
稳预期稳人心工作，更好凝聚共识、振
奋精神，为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提供
思想舆论支持。要加强工作统筹，提升
宣传效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刘奇葆一同调研。

刘云山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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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合作显优势

随着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战略的提出，东北各省与东部发
达地区的对口合作日益深入。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 《关
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
重要举措的意见》，提出“三省四
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此次的《方
案》则具体提出了4个方面共18项任
务。

跨区域合作的理念，促进了区域
间的协调发展，体现出了制度优势。
周建平认为，这一对口合作是推进东
北振兴与“三大战略”对接融合的有
效途径，对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
个积极性，形成共同推进东北地区实
现全面振兴的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平等合作促共赢

东北经济问题的症结，归根结底
是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
题。作为经济领域的“排头兵”，东
部省市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支撑
实体经济能力强；政府主动积极为市
场主体创造更好更优发展环境的意识
强；金融市场发育较好；民营经济活
跃，具有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这些
都是东北经济发展急需的。

周建平认为，东北和东部省份的
对口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

优势、扬长避短：“一方面，要实现
1+1 大于 2，以优势促共赢；另一方
面，在补齐短板上要实现 1+1 小于
1，通过对口合作弥补各自不足。”

同时，周建平指出，此次合作是

“一剂全新的药方”：“东北地区和东
部地区的对口合作是一种区别于对口
支援、对口帮扶和对口扶贫的新型跨
地区合作模式，这是一种平等的合作
模式。”他认为，这一合作建立在综
合考虑相关省市的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发展水平以及合作现状等因素的
基础上，而不只是 “补东北的短
板”。

借东风更要引活水

除了直接的硬件扶持，此次对口
合作更引人注意的是“软合作”的任
务。

比如，《方案》 提出，指导对口
合作省市组织开展干部互派挂职交
流，并加强对东北三省地方政府、企
事业单位等相关人员进行培训。通过
干部互派、相互挂职和定点培训等方
式，加快东北地区干部进一步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

“对口合作既要有项目产业等
‘硬合作’，更要有各方面的‘软合
作’。”周建平表示，“不仅是‘借东
风’，更是‘引活水’，以市场化的方
式激活东北经济发展新动能。”

《方案》 还提出，东北要通过和
东部地区对标，来发现自己的不足，
更好地改进相关工作，学会如何把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学会如
何运用灵活的现代营销网络和营销模
式更好地开拓市场，学习如何打造营
商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东北三省四市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

黑土地借力“飞地”谋振兴
李 贞 华 熠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正式印发《东北地区与东
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
工作方案》，其中明确辽宁
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
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
沈阳市与北京市，大连市
与上海市，长春市与天津
市，哈尔滨市与深圳市“三
省四市”的对口合作关系。

国家发改委振兴司司
长周建平用“飞地经济”来
描述此项对口合作，即通
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
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
补、经济协调发展。

3月22日，来自北京国际学校的外国师生在河北省香河县一家太极拳馆学习太极拳。该校与香河县志愿者
协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留学师生定期到香河县开展志愿服务，同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图为中国老师在指导一名美国籍学生 （右二） 练习太极拳。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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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记者刘诗平） 国家
海洋局 22日发布的 《2016中国海平面公报》 显示，
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16年
为1980年以来的最高位。

公报显示，1980年至2016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
升速率为3.2毫米/年，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据介

绍，2016 年中国沿海海
平面较常年高 82毫米，
较2015年高38毫米，为
1980 年以来的最高位。

中国沿海近5年的海平面均处于30多年来的高位。
据悉，海平面上升是由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缓

发性海洋灾害，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
挑战。高海平面加剧了中国沿海风暴潮、洪涝、海
岸侵蚀、咸潮及海水入侵等灾害，给沿海地区人民
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记者孙辰茜） 当天
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周
访问中国时，强调中美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引起广泛关注。美国有学者
和政府前高官批评蒂勒森的说法，因为这被个别媒
体称为中国的“外交胜利”，被看作是为北京的核
心利益“背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此次蒂勒森国务卿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中

美两国本着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的精神发展好新起点
上的中美关系达成了清
晰共识。”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说，“这谈不上是谁的胜利，而是中美作
为两个重要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她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近年来
中美关系得以稳定发展的有益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

华春莹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进一步加强沟
通，加深了解，增进互信，妥处分歧，不断拓展在
双边、地区以及国际层面的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在
新起点上取得更大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中美就两国关系达成清晰共识

3 月 21 日，“第
十三届国际绿色建
筑与建筑节能大会
暨新技术与产品博
览会”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召开。

图为与会人员
在 博 览 会 现 场 参
观、洽谈。

庄文斌摄
（人民视觉）

绿色建筑大会举行绿色建筑大会举行

中国沿海海平面去年较常年高82毫米

国产外骨骼机器人亮相
据新华社上海3月22日电（记者龚雯） 记者获悉，中国

自主研发的商用化外骨骼机器人Fourier X1近期在上海对
外发布，主要针对下半身瘫痪的患者，帮助他们实现坐、站、
行走、上下楼梯等基本功能，也被称为“可穿戴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通过19个不同的传感器，11个分布式CPU
模块，能够“感知”患者在步行中的变化，“思考”患者的
意图。

“我待在寄宿家庭，会经常有
‘宾至如归’的感觉。”在悉尼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香港留学生申
玉中这样形容他在澳大利亚的“新
家”。

第一次在国外生活，申玉中选
择寄宿在单亲妈妈米丽·弗朗的家
里。他说，住在这里勾起了他对家
的记忆。

见到记者时，申玉中穿着黑色
的“皮卡丘”文化衫。他是动画人物
皮卡丘的“迷弟”，身上的文化衫是
弗朗的孩子们送给他的圣诞礼物。

申玉中一边与弗朗准备着午
饭，一边对记者表示，留学生应该尝
试与澳大利亚的寄宿家庭共同生
活，这样可以学到很多文化层面的
东西。弗朗有新西兰毛利人的血统，
申玉中说，这让他在与弗朗一家共
同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原汁原味的澳
新土著文化。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寄宿澳
大利亚家庭的留学生人数增长了
20％。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留学
生与澳大利亚文化互动的有效途
径。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没有什么
地方比澳大利亚家庭更适合开始留
学生活。

申玉中说，学习的开端充满困
难，“第一天上课，老师走进门就说，

‘我相信所有人都听过这个……’，
其他人都在点头，但我却是一脸问
号”。“与澳大利亚家庭生活在一起，帮助
我更快适应这里的多元文化”。

与此同时，弗朗一家也利用提供寄宿
的大好机会，交上了新朋友。弗朗是4个孩

子的母亲，为了减轻生活负担，7年
前她开始向留学生提供寄宿。

“（提供寄宿的）感觉很好。我
喜欢不同的文化和新事物。我个人
认为，在对待年轻人、儿童、老人和
家庭的方式上，新西兰的毛利文化
与中国文化非常相似。和寄宿学生
住在一起，是一种很包容的生活方
式，对我的孩子（成长）非常好，他
们学会了接受不同地方不同身份
的人，”弗朗说。

吃完饭后不久，弗朗两个在家
的孩子已经和申玉中玩闹在了一
起。申玉中摆满了皮卡丘玩偶的房
间，是孩子们喜欢的游乐场所。

像申玉中这样寄宿在澳大利
亚家庭中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
是中澳年轻一代文化交流的先锋。

近些年来，中澳两国人文交
流不断深化。去年两国人员往来
近200万人次，在澳中国留学生达
到 26 万人。中国最近几年一直是
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最大来源
国，澳大利亚政府也在大力推动

“新科伦坡计划”，鼓励更多澳大
利亚青年前往中国等亚洲国家留
学，这样的双向互动将会打开更
多相互了解的窗口。

“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偏见和否
定源自不理解和不熟悉。像这样为
留学生提供食宿，可以从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弗朗说。

“这里有温馨的家庭氛围，这太幸福
了，”申玉中腼腆地笑了。

（据新华社悉尼3月22日电 记者张
小军 宋 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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