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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铜像广场前，来自美国、
加拿大、德国、荷兰等 20 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向邓小
平铜像献花、深情鞠躬，以表缅怀之
情。9 月 8 日，“第二届海外华文新
媒体高峰论坛”红色行采风活动的
华媒代表走进邓小平故里所在的四
川省广安市。

当天上午，全体海外华文媒体
代表面向邓小平铜像肃立，礼兵护
送花篮。花篮上的红色缎带写着

“海外华文新媒体广安行采访团敬
献”。伴着阵阵桂花香气，绿荫环
绕的铜像广场庄严肃穆。

“邓小平走的那一天我印象十
分深刻，我们这一代人都受益于邓
小平的伟大决策。”瑞典北欧时报
社长何儒介绍，“70年代末时，很
多人在迟疑，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
路？邓小平适时提出结合中国实际
的开创性理论体系，非常有智慧，
因而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爱尔兰新岛传媒社长孙向宏感
慨，青砖瓦房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
让人们感悟到总设计师年少时的情
怀以及为人民谋利的初衷。孙向宏
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给世界带
来震惊，同样征服了爱尔兰人民。
爱尔兰虽然是全球最早建立开发区

的国家，如今已然要跑来学习理解
中国的发展经验。爱尔兰华界同样
受益于中国改革红利，相信他们更
希望来到邓小平的故乡，缅怀和感
谢他老人家。”

随后，海外华文媒体一行继续
在广安当地考察参观，深入了解伟
人故乡的新农村建设现状。据悉，
广安地处四川东部，面积6344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 324.7 万，有 182 个
乡镇，3001 个村（社区）。今年以
来，广安积极推进幸福美丽新农村
建设，前锋区代市镇会龙村就是重
点建设对象。

采风团走访了会龙村住户，
与当地村民向开蓉聊起家常。向
开蓉两个孩子在外求学工作，64
岁的她和老伴在村里开了一间农
家超市。她介绍，过去老房子的
房顶经常漏水，大雨大漏，小雨
小漏。之后搬到新村落户，居住
在 245 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房间
宽敞明亮，环境也非常好，村民
只需要自己承担每平方米 760 元
的主体造价，管网设施、房屋外
装等都由幸福美丽新村资金规划
统筹。向开蓉说：“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不仅住房条件得以改善，
收入也稳定了。我们家 6 口每人

每年可以拿到 715 元土地租金，
超市每个月能赚到几百元，除此
之外，还能拿到每月 700 元桃园
务工的工资，也是衣食无忧。”

“我们就是要让村民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形成好习惯、养
好新风气。”广安市前锋区代市镇
党委副书记袁斌表示，“新村‘建
改保’行动规划新建占地 30 亩、
可容纳 38 户的会龙新村，目前首
批入驻的一期 24 户农民新居和新
村综合设施、新村地面工程、绿
化、亮化工程全面完工。”如今，
会龙新村一排排独具川东民居特色
的灰白色调小楼格外素雅。海外华
文媒体代表们走进村里刚开业的咖
啡厅，拨弄古筝，弹奏吉他，还分
组参加了飞镖赛。

德国开元网副总编任建兴表
示，这里和我想象中的农村完全不
一样。不仅没有照搬欧洲小镇的建
筑模式，而且创办了自己的相关产
业，相信一定会比欧洲那些小镇发
展得更好。现在的乡村生活完全不
亚于城市生活，甚至能够提供更高
的生活品质。“我们华文媒体能够
做的，就是把中国乡村建设最真实
的一面展示给全世界，为华人、华
侨回国发展树立信心。”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
流人物。”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北宋著名文
学家苏轼的经典作品。9 月 8 日，

“第二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
坛”文化行采风活动媒体代表走进
北宋文豪苏东坡的故乡——四川省
眉山市参观采访，感受东坡文化的
独特魅力。

在三苏祠博物馆特聘副馆长李
晓苹的带领下，来自美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马来西亚、香港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媒体代表
参观了以三苏祠、三苏纪念馆为核
心的东坡文化展示区。三苏祠是北
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
父子的故居。元代改宅为祠，明末
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 （1665） 在
原址上模拟重建，是蜀中最负盛名
的名人祠堂和古典园林。

跨进大门，迎面就有几棵风姿
绰约的古银杏恭候着往来宾客。步
入景区，红墙环抱，绿水萦绕，堂
馆亭榭掩映在翠竹浓荫之中，古屋
前后相接错落有致。在一片古风意
境中，李晓苹带领参观团从东西厢
房、飨殿、启贤堂、来凤轩，一路
走到东坡盘陀像和披风榭。畅游在
庭院中，华文媒体代表无不被楼台

亭榭的古朴典雅、匾额对联的隽永
词义所感染。

“眉山市在‘文化立市’的大
背景下进行建设。随着近年来城市
的发展，东坡文化已经成为眉山的
城市名片。”据眉山市委外宣办新
闻中心主任吴海军介绍，眉山市高
度重视文化元素的注入，充分运用
东坡诗词命名街道、建筑和景点，
增强了城市文化的灵动感，让每一
个来到眉山的游客都能感受到东坡
文化的浸润。

“东坡文化不仅可以成为眉山
的城市名片，而且可以成为眉山走
向世界的国际名片。”日本 《半月
文摘》 副总编李海感慨，“将东坡
文化融入到城市建设中，彰显了眉
山的独特魅力。”他表示，作为眉
山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媒
体来到家乡、推介家乡，他感到十
分激动。李海说：“通过近年来的
建设，眉山精神已经逐渐外化为充
满浓厚文化氛围的东坡景区，眉山
市的未来也会越来越好。”

参观过程中，李晓苹用自创的
“情景模拟”讲解法，声情并茂地
为大家讲述了苏轼的一生。说到动
情处时，《毛里求斯华声报》 社长
杨茸也被感染，留下激动的眼泪。

她说：“我平时很喜欢诗歌，也很
崇拜苏东坡。李馆长的解说方式很
有感染力。通过她的讲解，我深入
了解到了苏东坡诗词背后的精神世
界。”

谈到对东坡文化的感悟时，新
西兰《中文先驱报》董事长王立立
表示，“小时候只能通过诗句来了
解苏轼，通过这次的亲身参观学
习，才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东坡文化
以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她说，华
侨回到新西兰后，会鼓励更多的海
外华人常回祖国。在她看来，眉山
依托着东坡文化的资源优势，一定
会将相关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她表
示会通更多内容丰满的眉山故事在
海外传播东坡文化，为东坡文化在
海外落地尽绵薄之力。

苏东坡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
政治家、书画家和思想家，也是著
名的美食家。他将家乡的美食发扬
光大，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东坡美食
文化体系——“东坡味道”。当
日，文化行采访团还参观了东坡肘
子和豆瓣酱的制作过程，体验了眉
山特色菜品文化。王立立说，东坡
肘子、东坡肉、东坡酥等“东坡味
道”也已经成为大家与东坡文化结
缘的另一张国际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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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区代市镇会
龙村采访新农
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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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眉山市
参观东坡肘
子的制作过
程。

网络安全威胁凸显

“当前全球网络空间主要存在四
大安全威胁：网络恐怖袭击、网络
经济犯罪、网络舆论乱局和网络军
备竞赛。”观潮网络空间论坛主席、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郝叶力说。

郝叶力分析指出，网络恐怖袭
击、经济犯罪和舆论乱局，已成为
人类面对的公敌和公害。面对这些
新的安全威胁，单一国家行为体愈
发势单力薄，需要各国联手抗击。

郝叶力的观点得到了各国专家
学者的认同。前美国陆军少将、现
任帕洛阿尔托网络 （Palo Alto Net-
works） 公司副总裁约翰·戴维斯说，
全球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威胁和
挑战，各国需要共同管理风险，任
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求同存异维护秩序

在新安全威胁下，全球互联网治
理路在何方？与会者普遍认为，合作
才是实现互联网安全的唯一路径。

不过，在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
制定上，各国目前仍存在不小的分

歧。今年6月，第五届联合国信息安
全政府专家组 （UNGGE） 谈判无
果，未能就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形成
共识文件。

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
理协调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云晓
春看来，目前各国在网络安全认知
上存在较大差异，在网络空间上存
在不同的核心利益。这导致一些国
家 在 谈 判 过 程 中 ， 只 关 注 本 国 利
益，而忽视他国的利益。

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外国军
事学术》 副总编陈婷表示，各国在
网络空间属性、治理模式选择、网
络空间的安全观等方面存在分歧，
制约了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

在此情况下，维护网络和平稳
定的战略选择是什么？专家表示，
求同存异才是出路，尤其是中美两
国作为网络大国，应当共同承担起
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和战略稳定的责
任。

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
委员赫伯特·林说，中美两国在网络
空间上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完全可
以找到共同合作的方法。

云 晓 春 认 为 ， 各 国 的 国 情 不
同，矛盾的爆发点也不同。发展中
国家可能更重视政治稳定，发达国

家 更 看 重 经 济 安 全 ， 大 家 相 互 理
解，才能在合作中取得共识。

约翰·戴维斯说，中美两国在网
络安全上面临共同的挑战和威胁，
两 国 需 要 加 强 互 信 、 减 少 不 确 定
性，加强沟通、实现信息的共享。

郝叶力指出，靠武力威慑、零
和博弈来应对安全威胁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合作才是建立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只要各国携
手应对，网络空间这艘大船就有了
维护和平稳定的压舱石。

对话机制合作模式

就全球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的建
设和合作模式的设立，与会专家学
者也提出了诸多建议。

陈婷认为，随着网络犯罪和网
络恐怖主义蔓延，联合国框架下的
对话渠道显得越发重要。对此，郝
叶力提出，应将联合国作为网络安
全 规 约 制 定 和 危 机 管 控 的 主 要 平
台，在此平台上进行沟通对话。她
建议，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网络军
控委员会，制定网络武器防扩散国
际公约，构建网络武器和网络攻击
行为的负面清单制度。同时，建立
情报共享机制，实现在全球范围实

时交换威胁情报，有组织地进行全
球信息联动，避免出现全球网络攻
击一方受惠、全球俱损的局面。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
领域建立了很多对话交流渠道，从
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打击网络犯
罪高级别对话机制，到正在筹备的
首轮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中美两
国在网络安全上的合作日益密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上
海社科院互联网研究中心副主任鲁
传颖分析指出，在上述合作机制的
基础上，中美之间应继续采取务实
举措，定义双边网络关系，做好危
机管控。

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陈实，在
演讲中阐释了微软“数字日内瓦公
约 ” 的 理 念 。 他 说 ， 在 非 战 争 时
期，各国和各组织之间应在网络上
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让具备网络攻击能力的国家在国际
框架的约定下履行自身义务，保护
平民和服务设施免受网络攻击。

郝叶力建议，各国应建立跨体
制 、 跨 文 化 、 多 元 互 动 的 交 流 平
台，让政府、军队、企业、智库都
能 参 与 其 中 ， 发 挥 不 同 层 面 的 作
用 ， 形 成 合 力 ， 推 动 网 络 空 间 共
生、共治、共合、共赢。

各国专家探讨网络空间治理

全球共治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本报记者 刘 峣

今年 5月，100多个国家遭受勒索病毒软件袭击，波及全球的网络安全威胁已然凸显。

面临日益加剧的新安全威胁，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未来挑战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

近日，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上，以“全球威胁全球共治”为主题的观潮网络

空间论坛举行，来自中美等国的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围绕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国际规则

制定等话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维基百科的前身是在线百科全书 （Nupedia），其在运作方式上
还是比较传统的。为了追求专业百科全书的水准，在线百科全书的
内容由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行同行评议，检查确定后才会发布。桑格
作为主编，为在线百科全书制定了关于审查进程的条款，并为其招
募了编辑。但鉴于过程进展并不十分顺利，桑格的一位雇员杰里米·
罗森费尔德提出了构建维基百科的想法。最开始，维基百科相当于
在线百科全书的草稿平台，其审查机制没有在线百科全书那么严
密，但门槛较低的维基百科很快就超越了“前辈”在线百科全书，
做得风生水起。

桑格作为维基百科的带头人，为这个项目制定了极富互联网精
神的指导思想。他主张对观点保持中立。于是，供稿人跳出了专家
学者的圈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维基志愿者，为网络世界的知识金
字塔增砖添瓦。

时至今日，桑格在维基百科的存在感已经降得很低。桑格本人
一直强调，维基百科是一个开放、免费的非营利性社区，其创始人
地位并不具备什么商业价值，他看重的是这份事业的社会贡献。

（海外网 吴正丹）

拉里·桑格:

建一座知识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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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拉里·桑格是维基百科的创立者之一。1968年，拉里·桑格出生
于美国华盛顿，7岁时，他随家人搬到阿拉斯加州。小时候，桑格的
成绩十分优异，并且对哲学格外地感兴趣。桑格的高中老师曾问起
他对于哲学研究有什么打算，对此，他自信满满地说，“首先，就是
要改变这个世界思考的方式”。维基百科大约就可以被视作桑格改变
世界思考方式的一种尝试。

1986年，桑格进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大学就读。桑格
主修的是哲学，同时也开始了在互联网方面的尝试。他曾经设计了一
款用于师生互动的论坛，教师和学生以邮件为媒介进行交谈，免费的
网络促进了双方交流的自发性。这正是桑格对论坛的期望——以求
知为目的的个体通过互联网找到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