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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预报】
海岛

桂山岛

东澳岛

外伶仃岛

大万山岛

荷包岛

庙湾岛

海况（级）

2

2

2

2

2

2

浪高(米)

0.6

0.6

0.6

0.8

0.6

0.9

水温(℃)

31.0

30.8

30.8

30.5

30.7

30.3

海岛游出行提示

不易晕船

不易晕船

不易晕船

不易晕船

不易晕船

不易晕船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6月3日，
市禁毒办联合高新区禁毒办在淇澳抗

英禁烟胜利广场举办了以“传承销烟精
神 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为主题的
2023年珠海市虎门销烟纪念日活动。

活动在长鸣的“禁毒警钟”声中拉
开帷幕。珠海原创的淇澳抗英禁烟情
景剧、由各学校青少年共同演出的曲
艺节目陆续上演。

淇澳抗英禁烟胜利广场旁还设立

了禁毒知识摊位，向广大群众普及禁
毒知识，帮助街坊们深刻认识毒品对
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营造全
民禁毒的浓厚氛围。

市禁毒委副主任、市公安局副局
长牛岩军在活动中表示，市禁毒委将
以本次活动为起点，拉开今年我市“全
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序幕，统筹策划

“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报告会”“禁毒
公益健步走”等一系列形式新颖、富有
本地特色的全民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积极参与，举全民之力，共
同筑牢防毒“钢铁长城”，为珠海长治
久安、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平安稳定
的社会治安环境。

2023年珠海市虎门销烟纪念日活动举行

禁毒警钟长鸣 防毒常抓不懈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将于今年开展。这次
经济普查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
的首次“全面体检”，对摸清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家底”具有重要而深远
的意义。为检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近日，市
统计局发布公告，决定于6月在香洲
区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市级综
合试点，并选定该区凤山街道梅溪
社区开展本次综合试点工作。

试点分清查和普查两阶段，其中
清查阶段的登记对象为试点区域内全
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从事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
普查阶段的登记对象为试点区域内全
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以及抽样
调查抽中的个体经营户。

6 月 14 日至 30 日，佩戴普查员
证或普查指导员证的工作人员将开
展入户登记，时点指标填写 2022 年
12月 31日数据，时期指标填报2022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数据。
登记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组

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
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和消费、研发
活动、数字经济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
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投入结构、产品
使用去向、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
请试点对象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等相
关证照和2022年财务收支等相关资
料。

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经
济普查条例》的规定，积极配合经济普
查是每个公民应尽义务。对拒绝或者
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开展工
作的行为，或虚报、瞒报、漏报普查资
料的普查对象，将依法予以处罚。各
级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对涉及国家秘
密和商业秘密的信息将依照有关法律
给予严格保密，普查数据不作为对普
查对象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
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我市将开展全国经济普查市级综合试点

入户登记时间为6月14日至30日

（上接 01 版）长期研究中国哲学的王
博体会很深，“这五个突出特性贯通着
历史和现代，是对中国文化特性、中华
文明精神的全面把握，也是站在中国
式现代化的角度对创造新文化的深刻
思考与恢弘擘画，为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指明方向。”

在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
长邢广程看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紧密连在一
起，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特征。中
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连续性”
和“创新性”是其守正创新的精神特
质，“统一性”与“包容性”体现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平性”则彰显“中
正平和”的价值理念。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历史时期，更应推动中华民族成为
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邢广
程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
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
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许勤华对此深有感触：“一切国家和民
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
为先导和基础。只有创造新的文明形
态，国家实力的强大才能转化为文明
上的兴盛。”

“习近平总书记秉持高度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矢志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之需，也是维护和促进世界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之需。”许勤华说，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
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五千
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于
“两个结合”的最新阐释，北京师
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深有
体会。

“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
一次的思想解放。正是‘第二个结
合’让马克思主义在古老文明的文化
传统语境下产生了化学反应，形塑了
新的有机性和生命力，从而产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让中华文明走
向现代化，开创推进了中国式现代
化，而且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韩
震说。

转发链接、共读新闻、深入探
讨……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代玉启利用学院的主题教育读书班，
带领学院青年教师们第一时间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

在代玉启看来，“两个结合”立足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
验，是对成功规律的理论升华，符合中
国当下实际需要。

“深厚的文化根基是我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固支撑。正

是因为有‘两个结合’，我们的社会主
义道路才有更为坚实的基础，有更加
深厚的积淀。”代玉启说，“在今后的教
学和科研中，我们要充分领悟、充分融
入总书记的最新论断，让学生们更加
深刻体会‘两个结合’的精神实质，成
为掌握成功法宝、赓续科学理论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脚踏必由之路，谱写时代华章。
浦江之畔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泛黄的
古书典籍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点
阐释了‘第二个结合’。正是因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
的深厚基础之上开辟和发展的，因此
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
海古籍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吕健表
示，“这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提出了
更高远的目标、提供了更宏阔的视
野。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
活传统文化，给古籍出版注入新的活
力，为中华文明的创新与新文化的建
设作出我们的努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

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建光久久不
能平静：“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
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强调实现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这份沉甸甸的讲话，是
创造新文化、建设新文明的时代强
音！”

张建光 2021 年 3 月曾在武夷山
朱熹园为习近平总书记作讲解。“在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下，福建
南平努力打造弘扬传统文化标杆，
朱子文化正在闽山闽水‘活起来’。”
张建光说，“我们要进一步激活朱子
文化的生命力，把它同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结合起来，鼓舞人民
群众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
大成就。”

中国敦煌，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
珠，见证着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和东
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敦煌研究院院长
苏伯民尤其深切地认识到“开放包容”
对于中华文明的深远意义。

苏伯民表示，接下来要利用敦煌
研究院在壁画、土遗址、文物数字化
等领域先进的理念、技术，进一步发
挥多元文化交流荟萃的特点，以海纳
百川、积极自信的态度深入推进国际
合作，助力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

“在座谈会上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我深感振奋，备受鼓舞。”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说，总书
记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卓越的理论
引领力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
入阐述，彰显了富有创见的中华文明
观和中国文化观，为增强文化自信自
强、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
本遵循。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坚持守
正创新，高擎中华文明火炬，走好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道路，以赓续传统、面向未来的精气神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范迪安说。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坚定文化自信，
矢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上接01版）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
密结合起来，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发
展中继承。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自
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
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
养。“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华文明
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
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
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我
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由各民
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中华文明
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
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
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
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
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
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
运所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物
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文明多样性
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
源泉。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华文明开
放包容、海纳百川，在同其他文明的交
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
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
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
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 华 文 明 具 有 突 出 的 和 平 性 。
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
因，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

“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平融入了
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
的基因里。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从 根 本 上 决 定 了 中 国 始 终 是 世 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
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
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
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
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
异”的小圈子。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让我们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的丰富内涵，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性，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
正创新，担负起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更为
强大的精神力量。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上接 01 版）2号库里，首次同
台展示了《四库全书》文渊阁、文溯
阁、文津阁、文澜阁古籍真本和仿
真影印版本，全面呈现《四库全书》
风貌，实现“四阁四库合璧”。

习近平总书记详细听取《四库
全书》版本源流、纸张印刷、保护收
藏等介绍，叮嘱工作人员：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
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中
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
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
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
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
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走出兰台洞库，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建成和管理
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建设版本馆的初心
就是收藏，就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
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
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
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盛世修文，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意愿
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
多远的未来。

中国历史研究院位于连通古今
的“文化之脊”——北京中轴线北
延长线上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
心区文化综合区，2019 年成立时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勉励
大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
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
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
作作出贡献”。

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

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是我
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博物馆。
一条“历史大道”，以时间轴的形式
展示了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
和重大事件，铭刻着中华文明的悠
久历史。

总书记步入展厅，沿“历史大
道”前行，仔细询问最新考古发掘
成果和文物展品保护情况。

“这是一件出土于安徽蒙城新
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的大口陶尊，
距今大约4800年。”讲解员指着一
件陶器展品，“它的特别之处是器物
上有着刻画符号，分别是‘日’‘月’

‘山’形。抽象的表达和组合，已经
超越了简单的图画，使我们看到了
汉字的雏形。而我国最早的陶器，
早在16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中国是世界上陶器起源最早
的国家吗？”总书记向讲解员询问。

“是的。”
“不是‘最早的之一’，就是‘最

早的’？”总书记又问。
“是的，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

的早期陶器，基本都是从中国起源
之后传播过去的。”

新石器时代“7000岁”的陶人
面像、朱书文字陶扁壶、彩绘龙纹
陶盘，夏代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
器，商代象牙杯，周代铜牺尊……
一件件精美的出土文物，生动展现
了中华民族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的历史足迹。

“4000 多年前的东西这么精
致”“这个技术在那时是很先进的”

“ 真 漂 亮 ！ 制 作 工 艺 太 精 湛
了”……总书记边走边看，由衷赞
叹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中国古代
的灿烂文明。

“看了国家版本馆、中国历史
研究院，很有收获。我更加深切感
受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
明博大精深。”

带着这样的深切体会，习近平
总书记随后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七
层会议室出席了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

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
耕、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清华大
学副校长彭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南京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先后
就以当代中国实践为坐标推进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传承中华文明推进
全本《儒藏》编纂研究、在交流互鉴
中推进文化传承发展、推动文化传
承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文艺创作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
作了发言。

“大家的发言角度不同，言简
意赅，很受启发。”

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
运。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命题，
这也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原因。”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谈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总书记一口气列举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

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
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
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
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
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
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
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
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
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
之道……

总书记强调，这些元素共同塑
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谈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
大意义，总书记将其归纳为五个方
面并给予生动论述——

“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
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
生命体”；

“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
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
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
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
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
来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
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
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
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
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
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精辟的阐释，深刻的分析，指
引人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在5000
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
合”是必由之路。

谈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总书记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文化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

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

强调坚持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使全体
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
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
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
建中国理论；

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
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强调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
主流思想舆论；

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出更
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好
中华文脉；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能促
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
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把互联网
这个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增量，培
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建设网络文明；

强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
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
化更好走向世界；

强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
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重要
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
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
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
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必须做到坚定文化自
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如何为人类文明百花园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有力的话
语，跨越时空、指引未来——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
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
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