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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
王慧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
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挪关系重
回正常发展轨道，双方应倍加珍惜。
希望挪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
一道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
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加强政治互信的引领，推动中挪关系
与务实合作在新的起点上再起航。

李克强指出，中国正在推进新一
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最具吸
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欢迎挪方企业和
主权财富基金扩大对华投资，更好实
现互利双赢。

索尔贝格表示，挪方愿以两国关
系正常化为新的起点，按照双边关系
正常化声明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密切政治对话，增进政治互信，
巩固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建立起长期
的友好合作关系。挪中是天然合作伙
伴，挪方希同中方早日重启两国自贸

谈判，加强合作机制建设，拓展在农
业、渔业、海洋、航运、环保、金
融、税收、投资等领域合作。

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索尔贝格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李克强和索尔贝格共同见证
了双方经贸、科研、文体、卫生等领
域多份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
王慧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
江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挪威首相索
尔贝格。

张德江说，中方赞赏本届挪威政
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为实现中挪关
系正常化作出了积极努力。中国全国
人大愿与挪威议会一道，加强友好往
来，增进理解信任，开展经验交流，
巩固民意基础，为中挪关系发展贡献
更多正能量。

索尔贝格说，挪中两国去年实现
关系正常化，为双边关系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挪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互
信、拓展合作，共创挪中关系美好未
来。

李克强同挪威首相会谈
张德江同日会见索尔贝格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
刘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日下午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会 见 来 华 对 上 海 申 办
2021 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进行考
察评估的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巴特利。

李克强表示，中国中央政府支持
上海申办世界技能大赛，愿以申办工
作为契机和起点，同世界技能组织加
强合作，推动技能运动理念传播，这

有助于提升中国数以亿计劳动者的技
能水平，也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

巴特利表示，中方已充分展示了
申办世界技能大赛的积极意愿和有利
条件，世界技能组织对此表示赞赏，
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充分
发挥技能运动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积极效应。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
侯丽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7日在中南海紫光阁
会见泰国公主诗琳通。

张高丽表示，中泰之间有着“一
家亲”的特殊友好情谊，两国高层接
触频繁，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双方
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东盟国家前列，
这离不开泰国王室的关心和推动。相

信在哇集拉隆功国王带领下，泰国国
家建设将取得更大成就。中方愿同泰
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
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诗琳通表示，感谢中方一直以来
在各领域为泰方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希望双方在科技、教育、农业等领域
进一步加强合作。她愿继续为双方互
利合作付出努力。

李克强会见巴特利

张高丽会见诗琳通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日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
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
是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
次会晤，引起世界广泛关注。

中美关系走向事关世界格局演
变，对全球性事务有着重大影响。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通过对话减少分
歧、加强合作，为复杂多变的世界
增加确定性，为充满挑战的世界带
来稳定和繁荣。

中美关系具有世界影响

中美关系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中美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分别是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
家。两个“巨人”在政治制度、历
史文化等方面差异明显，双方关系
如何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格
局。

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世界
稳定繁荣。中美之间如果发生对抗
或冲突，必将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
界的安全稳定；如果双方打贸易
战，将会给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带
来冲击。

墨西哥大都会自治大学研究员
何塞·路易斯·莱昂—曼里克斯说：

“我认为中美关系是目前全世界最

重要的双边关系，全球政治的趋势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发
展。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不仅涉
及这两个国家的利益，也会对全世
界造成影响。”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
班尼特说，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稳
定发展负有重大责任。中美两国如
果打贸易战，将危害世界。

“贸易战等冲突对抗方式只会
导致两败俱伤，并会对世界经济产
生破坏性影响。此次会晤向全世界
表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
分歧。”肯尼亚智库非洲民主与领
导力研究院执行主任丹尼斯·科迪
说。

全球挑战需中美携手应对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
缘政治角逐有所加剧，局部战争、
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活动等
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接二连三。世界
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
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各国发展面
临诸多挑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世界需要中美携手应对挑战，发挥
中流砥柱的作用。

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专家季莫
费·博尔达切夫认为，没有中国和

美国的合作，世界上很多重大问题
都难以解决。比如在全球气候变暖
问题上，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巴
黎协定》达成共识，对人类具有重
大意义。还有在网络空间，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合作，以应对可
能的风险。

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离不开中
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世界需要中美
两国进行“对表”，发挥“稳定
锚”的作用。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学者盖里
雄·伊基亚拉指出，此次中美元首
会晤是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形势面临
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进行的。此
次会晤有助于双方澄清在诸多国际
议题上的立场。

期待中美合作造福全球

中美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告
诉世人一个道理：合作是中美之间
最好的选择。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
研室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
中美两国的经济规模远超其他国
家。中美之间除了合作，根本不存
在其他合理的选择，其他所有选择
都是非理性的。

事实上，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
充分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

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过去 3
年多来，双方在高层及各级别都保
持了密切交往，在双边、地区和全
球层面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
果。中美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
击网络犯罪、应对埃博拉疫情等方
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展望未来，中美合作存在深化
和拓展空间。中美双方如果能早日
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将为两国
的深度经贸合作扫清障碍。在核不
扩散、裁军、反恐等涉及世界和平
稳定的问题上，中美都能找到新的
合作点。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潘锐说，经贸关系依然是中
美关系的“压舱石”。在新形势
下，中美双方不仅应该在传统经贸
领域，而且应该在非传统经贸领域
加强合作，包括经济增长模式、投
资、保险、环境保护、医疗保健
等，在这些领域合作空间更为巨
大。

伊基亚拉说，发展中国家期
待中美领导人制定一项具有长期
性和战略性的议程，以解决制约
世界稳定发展的贫困问题，同时
还期待中美两国更好地在商业与
贸易方面进行合作，从而使国际
社会受益。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世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据新华社香港4月7日电（记者
丁梓懿） 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主
办 的 第 六 届 “ 全 球 华 文 青 年 文 学
奖”7日在香港举行颁奖典礼。赣南
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吴文星、台湾
大学主修中国文学的邓观杰分别获
得散文组、短篇小说组的冠军，获
奖作品分别是 《喊惊》《哥斯拉与小

镇的婚丧嫁娶》。本届文学奖共收到
1000 多份参赛作品，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的学生踊跃参与，还有来自新
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和英国等地学
生的来稿。

该奖项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于
2000年创办，旨在鼓励全球青年以华
文创作，令中华文学得以薪火相传。

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颁奖

本报休斯敦4月6日电（记者李晓宏） 有美国中文
教育界“达沃斯论坛”之称的全美中文大会，日前在
休斯敦市拉开第十届会议帷幕。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
汉办与美国大学理事会、亚洲协会联合主办的本届大
会，聚集了来自美国各州及英国、加拿大等国 1300多
位教育工作者，将围绕“十载进程，携手同行”主
题，展开为期3天的深入研讨。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
延东致信祝贺会议召开。她指出，本次大会恰逢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举行重要会晤之际。中
美人民之间加强彼此语言学习，增进人文交流互鉴，
对于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促进世界和
平繁荣与人类幸福，具有持久和深远的意义。10 年
来，全美中文大会不仅是分享语言教学经验、增进相
互学习的重要平台，更成为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
的重要品牌。

刘延东感谢参会的两国中文教育者作出的努力，
祝愿大会越办越好，为深化中美人文交流、促进世界
和平友谊作出更大贡献。

两位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均为在其家乡得
克萨斯州举办的本届会议发来贺信。老布什贺信中
称，作为 1974年首批来华的美国外交官，他与妻子芭
芭拉充分理解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意义，并对语言在
其中扮演的角色深有体会。今天，传授汉语促进中美
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与会者肩负着培养
下一代全球公民的使命，他们的奉献精神值得称赞。

小布什在贺信中认为，学习包括汉语在内的外语
可以丰富人生。他感谢与会的中文教育者为美国年轻
一代创造了机遇，帮助美国成为了一个更好、更受欢
迎的地方。

开幕式上，美国休斯敦独立学区孔子学院、孔子
课堂的小学生们表演了唐诗连诵、中国歌曲演唱等精
彩节目。由中美音乐家组成的“新丝路探索者”乐队
联袂演奏了康定情歌、双仙漫舞等融合中西方音乐元

素的乐曲，并分享交流合作的感悟。
3天的会议共举办4场主论坛和93场分论坛，与往年相比，主题进一步拓

展，包括“来路历程和前进方向”“体育是文化和人民的大使”“见证和激活
全面的中美关系”“对过去10年的思考”等，促进美国教师在更广阔的国际视
野下交流经验，推进汉语教学。本次会议还举办了汉语教学资源展，并组织
与会代表参观12所当地有特色的中文项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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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一批重要文物

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普查结
果 ， 全 国 新 发 现 新 认 定 文 物 共
7084149件/套。仅北京地区就新登
记收藏单位222家，新发现新认定
文物2884873件/套。

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介
绍，这些增量主要来源于两类单
位：

一是一些文物单位对历史上囿
于保护条件所限而封箱保存的藏品
进行了全面清理登录。故宫博物院
新普查登录了一批重要甲骨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整理登录的考古出土
文物超过 10 万件；江苏省完成隋
炀帝墓出土文物等一批新出土文物
的登记。

二是众多非文物系统的单位通

过普查认定，发现了大量具有历
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山西
省运城市青龙寺发现完整的《永乐
南藏》经书；内蒙古赤峰市发现红
山时期陶塑人像；四川省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发现清代土司铜印；武
汉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在普
查中认定文物数万件；新疆认定 2
万余件反映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的文
物。

据刘玉珠介绍，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首次针对可移动文物开展的
全国性普查，通过此次普查掌握了
中国现存国有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
布、保存状况、保管权属和使用管
理等情况，摸清了“家底”。普查
结果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国有可移
动文物呈现出资源总量庞大、收藏
体系多元、收藏主体集中、文物类型
丰富、文物数量快速增长等特点。

■ 建文物资源数据库

据介绍，此次可移动文物普查
按照统一编码规范，对登录文物和
单位统一分配标准代码和分类编
号，建立文物实物、藏品档案、电
子信息关联一体的“文物身份证”
编码系统和数据管理系统，登录的
每件文物赋予全国永久唯一的 22
位数字编码，作为文物属性验证、
信息甄别和索引查询的识别标识。

“普查采集了27项收藏单位信
息和 15 项文物基础信息，建成国
家文物资源数据库，改变过去各单
位文物信息零散孤立、互不相通的
信息孤岛局面，实现全国国有可移
动文物信息的统一集中存储。”刘
玉珠说。

此外，登录文物照片 5000 万

张，数据总量超过140TB，有效构
建全国可移动文物大数据。

■ 普查成果服务社会

利用普查成果服务社会是本次
普查的目标之一。“第一次可移动文
物普查中建立了文物资源登录的统
一平台，普查结束后，这一平台将打
造成为资源开放共享的平台，持续
向社会开放普查登录文物信息，提
供文物基础信息和图片，实现检索、
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刘玉珠说。

数据显示，全国共举办普查相
关展览 1901 个，展出文物 35.7 万
件，参观总人次达 1.5 亿。此外，中
国文物交流中心还联合各地实施

“文物带你看中国”项目，将代表中
华文明的数字文物藏品在海外文
化中心和博物馆推广展示。

中国摸清可移动文物“家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4月7日，历时5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在北京发布。2012年至2016年，中国
成立3600余个普查机构，投入10.7万名普查人员，普查全国可移动文物共计10815万件/套。其
中按照普查统一标准登录文物完整信息的国有可移动文物2661万件/套，纳入普查统计的各级档
案机构的纸质历史档案8154万卷/件。

其中，共登录珍贵文物3856268件，数量占比6.02%。此外，按文物类别统计，钱币、古籍
图书、档案文书、陶器、瓷器5个类别数量最大，占总量的70.78%。

4 月 7 日，以色列作
家亚纳兹·利维来到安徽
省合肥市屯溪路小学滨湖
校区，和小学生一起学习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魅力。

图为亚纳兹·利维在
学写中国书法。

张洪金摄 （人民视觉）

以色列作家
合肥学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