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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以“云启智跃，产
业蝶变”为主题的 2024 云栖大
会在浙江杭州云栖小镇开幕。
大会为期 3 天，除了论坛，还设
置人工智能+、计算、前沿应用
三大主题馆，全景式展示最新技
术形态与产品。

图 为 小 朋 友 在“ 人 工 智
能+”展馆进行互动体验。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云启智跃

产业蝶变

◎新华社记者 刘 艺

9月 19日，2024北京文化论坛开幕

式暨主论坛在京举行。以“传承·创新·
互鉴”为永久主题的北京文化论坛，今

年的年度主题是“深化文化交流 实现

共同进步”。

“历史的经验已经有力印证了我们

的年度主题。”回顾过去，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王巍在主论坛嘉宾演讲环

节表示，中华民族的先人开辟了中西文

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向世界传播中华

文明，也吸收其他文明中的先进因素，

将其融入自身文明之中并加以创造。

考古和多学科研究已经发现，大约

距今 5000 年到 4500 年，中国的中原地

区就和西亚产生了交流。DNA 分析证

实，西亚地区原产的小麦、黄牛、绵羊在

中国经过西北地区传入中原。与此同

时，原产于中国中原地区的粟和黍栽培

技术传到了中亚、西亚地区。“中华文明

积极吸收先进元素，形成了后来‘六畜

兴旺’的局面。”王巍说。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我

国范铸法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明。源

自中亚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进入中原

地区后，迅速完成本土化，形成了我国

自身的技术传统——陶范铸造法，并得

到长期传承发展。

类似的交流还有很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王巍总结

道：“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生生不

息、不断发展的动力。兼收并蓄使中华

文明不断保持活力，这也是中华文明得

以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立足当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谢

春涛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当今中国，

亿万人民因自信而自立，由自立而自

强，持续迸发文明创新创造的活力。

文化自信，并非凭空产生。谢春涛

认为，这样的自信植根于深厚文化沃

土，内生于厚重的红色基因，也镌刻于

壮阔的实践征程。

谢春涛感叹道，今天的中国，处处

可以感受文化的浓郁气息和盎然生

机。“最近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持

续火爆，不少国外玩家为了搞懂这款依

托中国神话背景打造的游戏，开始研读

《西游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

国文化日益强大的吸引力。”他说，文化

领域不断开掘新意、创造新品，从容大

方地展现中华历史之美、人文之美、时

代之美。中国人民的自信自强也从心

底油然而生，他们正在努力创造属于这

个时代的新文化。

谢春涛说，对自身文化越自信的民

族，越能够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

外来优秀文化。因此，新时代的中国，

一方面，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展示新时代中国人的精气神，不断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另

一方面，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提出并践行全球文明倡

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

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参会的国外嘉宾也纷纷表示，大家

应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加深对本国和他

国文化的理解，携起手来，让世界选择

合作，而非对立和紧张。

柬埔寨文化和艺术部国务秘书彭

莫尼玛卡在发言中深情回顾了中国和

柬埔寨从古至今在诸多领域的交流合

作。她还特别感谢中国政府和国际社

会对柬埔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帮助。

“文化交流应该超越学术项目和政

府倡议，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让每一

个人都可以体会两种文化之美。”彭莫

尼玛卡呼吁，面向未来，希望两国人民

不仅因历史联系在一起，还因共同进步

的愿景联系在一起，让子孙后代能够继

续受益于这种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放眼未来，人

类文明新形态捍卫和丰富了人类文明

多样性。“我们既要回答好‘人类向哪

里去’的世界之问，也要回答好‘建设

一个什么样的美好世界’‘怎样建设美

好世界’的时代之问。”中国社会科学

院院长高翔认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

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从文明多样性的

历 史 深 处 ，获 得 化 解 现 实 难 题 的 经

验。“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文明，

也不存在必然的文明冲突。不同文明

只有相互尊重、互学互鉴，才能使世界

文明百花园更加多姿多彩、生机盎然，

才能让世界在和谐相处的道路上行得

稳、走得远。”他说。

2024 北京文化论坛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论

坛呈现学术性、高端性、国际性、群众性

四大特点，将持续到 9月 21日。

（科技日报北京9月19日电）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共同繁荣进步
沃土能培育出鲜花。

田华，正是一株在沃土中开放的花朵，“党和人民培育

了我”。

从抗日敌后战场的“篷帐舞台”，到新中国的大银幕，再

到人民解放军一线指战员身边，炮火硝烟洗礼着她，时代的

朝露滋润着她。

演一路、歌一路，田华塑造了“白毛女”“党的女儿”“人民

法官”等无数家喻户晓的角色。她的艺术人生，繁花无尽。

一朵小紫花

1940 年初夏，华北平原麦香怡人。河北唐县北固城村

的扬谷场上，挤满了十里八村的乡亲——晋察冀军区政治

部抗敌剧社在这里演出。

12岁的刘天花第一次看“说话的戏”，戏名叫《我们的乡

村》，戏里的村干部、妇救会、儿童团，还有可恶的汉奸，演的

是她生活中的人，说的是抗日救国的事。

刘天花看得如痴如醉，鼓掌鼓得很卖力，学唱革命歌曲

唱得特别大声。

第二天，她换上一身崭新的土紫花布衣裳，加入抗敌剧社，

正式参军。时任剧社副社长汪洋给她起了个艺名：“田华”。

从此，田华再也没有离开她热爱一生的革命文艺工作。

跟着部队转战不是件简单的事。白天反“扫荡”，晚上

行军，爬山上不去，小田华就拽着老同志的皮带，摔伤了也

不哭，很快适应了流动性很大的剧社生活。

同时，田华得到了艺术启蒙。从学发声、练劈叉、纠正

口音到演唱歌曲、排练舞蹈、表演话剧，她有天分又肯吃苦，

在革命队伍中茁壮成长了起来。

抗战期间，晋察冀军区向敌后展开“政治攻势”，以打破

敌人“囚笼”。

田华也跟随剧社文艺轻骑队提起写标语、画壁画的桶子，带上简便演出用

具，翻过一道道封锁沟墙，绕到敌后甚至是敌炮楼附近演出。

歌剧、秧歌剧、活报剧，田华他们的表演揭露了敌伪的残暴欺诈，指明了抗战

必胜的前景。妇女们紧紧拉着田华的手，思想活跃的青年向她打听抗日根据地

的情况，伪军家属泣不成声要劝丈夫改邪归正。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田华说，文艺轻骑队是敌人重点袭

击的对象，但炮火不能让他们退缩。

1944年，16岁的田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簇报春花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把解放区著名歌剧《白毛女》

搬上银幕。田华被选中饰演主角“喜儿”。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故事片。

经历种种侮辱磨难，“喜儿”发现自己头发变白时，痛苦交加、仰天长泣。田

华融合中国戏曲表演的感情动作，以民族化风格，表达了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的批判。

《白毛女》伴随新生的人民政权，火遍大江南北、享誉海外。人民电影事业蓬

勃发展起来。田华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演员，并于 1954年当选第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

此后，田华塑造了更多不同的中国女性形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视死如

归的“党的女儿”李玉梅，解放海南岛时风风火火的渔家女金小妹，还有公安战士

石云、法官尚勤……

一个个“她”，如同时代枝头的报春花。

为什么田华演什么像什么？

她答：“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人民群众生活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田华经常深入连队慰问演出。老山前线，她带着八一

电影制片厂演员连续演出 20 多场，官兵最多时一场达到 2000 人，少的时候只有

一个炮位上的几个人。有的点位实在上不去，田华就在“猫耳洞”里用电话给战

士们唱歌。

她说：“我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为部队服务。”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前夕，田华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人民艺术家”。

一捧勿忘我

田华晚年，喜欢勿忘我，“你看它开花时是一捧紫色，灿烂极了，开败了依旧

是那样的紫色，我喜欢它不褪色”。

不褪色的，也是田华。

1990 年，62 岁的田华正式离休，但她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我们还有丰富

的舞台经验，哪怕是残烛也要放射热量和光明”。

重要节日、重大演出、赈灾义演，田华招之即来。纪念新中国成立 60周年举

办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排练，她腿部骨膜炎急性发作，靠偷偷吃止痛

片坚持下来。

培养人才、公益活动、关爱下一代，田华倾尽心血。她创办艺术学校培养影视

人才，逢年过节去工读学校陪伴失足少年，联合老艺术家们捐款筹建希望小学……

2008年后，田华家中接连遭遇变故。家人相继患病产生的巨额治疗费，让原

本宽裕的家庭变得窘迫。

商家带着几百万元的保健品代言费找上门，田华拒绝了：“我真缺钱，真想要

钱，可钱不是这么个挣法。我不能让观众觉得，‘党的女儿’只向金钱看！”

与田华相濡以沫 60 多年的爱人苏凡，在 2016 年与世长辞。更早之前，他们

的小儿子也因病去世。田华把组织上和关心者送来的慰问金、捐款共计 16 万

元，交给了焦裕禄精神发源地兰考县的农村小学。

人们没有看到她的眼泪，只见她身姿依旧挺拔。

如今，96岁的田华最常做几件事：读报纸、看新闻，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练声

背诗；记日记或给苏凡写信。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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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新华社北京 9月 19日电 中央宣

传部日前追授杨士莪同志“时代楷模”

称号，集中宣传了他的先进事迹。

杨士莪，生前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是中国水声工程

学科奠基人和水声科技事业开拓者之

一。他胸怀祖国、志存高远，青少年时

期就立下了“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

的铮铮誓言，始终把祖国需要作为人生

奋斗目标。他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全力投身水声科学研

究，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推动

实现了重大创新突破，带队完成了由我

国科学家首次独立指挥和实施的大型

深海水声综合考察任务，用毕生心血为

中国水声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潜心治学、甘于奉献，自觉发扬“哈军

工”优良传统，“做人做事做学问，为船

为海为国防”的育人理念深深影响了几

代水声专业学生，培养了一批能够挑大

梁、担重任的科技人才。曾荣获“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龙江楷模”等称号。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

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杨士莪同志“时代楷

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

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杨士莪同

志亲属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证书。

中央宣传部在追授“时代楷模”称号

的决定中强调，杨士莪同志用一生的坚

守和付出生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祖

国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是爱党报国、

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是推进教

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先锋

模范，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优秀代

表。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大力弘

扬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中共中央宣

传部决定，追授杨士莪同志“时代楷模”

称号，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教

育工作者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的理念，积极融入和投身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坚定信心、

自立自强、勇毅前行，为夯实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作出新贡献。

中央组织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中国科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黑

龙江省委有关负责同志，以及高校师

生、科技工作者代表参加发布仪式。

中央宣传部追授杨士莪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9日电（记者

操秀英）在国务院新闻办 19 日举行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自然资源副

总督察刘国洪介绍，自然资源部聚焦重

要能源和矿产资源保障，实施新一轮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

革，2021年以来，找矿资金投入连续3年

增长，有力促进了矿产资源增储上产。

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吴海洋则表

示，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大探矿权投放

力度，鼓励企业多找矿、找好矿、找大

矿。2023 年全国共出让探矿权 459 个，

同比增长26.8%；今年1—8月，全国共出

让探矿权 868 个，同比增长 194.1%。自

然资源部还着力发挥财政资金投入引导

作用，带动社会资金参与找矿，社会资金

在勘查投入中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

“我们聚焦紧缺战略性矿产，加强深

勘精查，取得了一系列找矿成果。”吴海

洋说。2023 年，全国新发现 4 个亿吨级

油田和4个千亿方级气田，钨、钼、锑、晶

质石墨、磷矿等矿产的优势地位得到进

一步巩固，锂、钴、镍等矿产取得重大找

矿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

资源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此外，自然资源部全力推动绿色勘

查开发，将保护生态环境融入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生态恢复全过程。在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全面实施绿色勘

查，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实行更为严格的

绿色勘查要求，着力降低勘查活动对生

态环境的扰动；建立健全绿色矿山建设

标准体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新建

矿山全面按照绿色矿山标准建设，生产

矿山逐步改造达到绿色矿山标准。目

前，全国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超过

1000家、省级绿色矿山超过3100家。

吴海洋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

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采供

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继续深入推进新

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推动重要能源

和矿产资源增储上产，服务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

自然资源部：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上接第一版）

“中国造”名片持续上新

复兴号动车组，一张最耀眼的“中

国造”名片。

今年 6 月，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从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复

兴号不断刷新中国速度，挺起了“中国

脊梁”。在其采用的 254 项重要标准

中，中国标准占到 84%。

在中国中车长春、青岛两个基地的生

产线上，新一代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CR450样车生产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今年年底，CR450将正式下线，

可填补世界高铁多项技术空白。

“中国造”名片仍在上新。

作为我国首个完成取证并投入商

业化运行的大型喷气式干线客机，

C919 承 载 着 14 亿 中 国 人 的 大 飞 机

梦。2023年 5月 28日，C919投入商业

运营，迄今已累计安全飞行超 1 万小

时，执行商业航班超 3700 班、承运旅

客突破 50万人次。

今年 2 月，东航机长张少波驾驶

C919，经 6 小时、4200 公里一站式直

飞，抵达新加坡，参加 2024 年新加坡

航展。张少波激动地说：“东南亚好几

家航空公司的机长和民航领域专业人

士，都对这款飞机赞不绝口。相信

C919会拥有更加广阔的蓝天。”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异军突

起。统计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

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并呈现出规模、

质量双提升的良好局面。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表示，

我国新能源汽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

经把先发优势转化为领先优势。

交通骨架持续完善，运输装备不

断升级，神州大地时空距离不断缩短

的同时，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在大

幅提升。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9日电 （记者

刘园园）“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归

根到底还是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实际

问题。”在国家发展改革委 19 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

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金贤东介绍，去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了与民营

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一年多来，

通过不断健全机制、拓宽渠道、创新方

式听取企业真实想法，切实推动解决企

业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诉求。

金贤东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建

立了调研座谈、现场会议、专题培训、

纸质来信、网上信访、官网专栏、电话

投诉 7 个常态化沟通交流渠道，主持

召开了 9 场座谈会，开展了 170 多次调

研座谈，围绕不同主题举办了 5 次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现场会。截至目前，

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沟通交流的企业已

经超过 600 家，从产业看，囊括一、二、

三产不同行业；从规模看，兼顾大、中、

小型不同规模；从地域看，覆盖东、中、

西部不同地区。

“我们坚持‘依法依规、热情周到、

注重实效’原则，建立‘问题收集—办

理—反馈—跟踪问效’的闭环工作机

制。”金贤东说，截至今年 8 月底，共收

到民营企业反馈问题诉求 1031 项，具

体包括政策建议类 348 项、侵权纠纷类

229 项、拖欠账款类 206 项、要素支持类

118 项、涉法涉诉类 130 项，目前 56%的

事项已办结。

他举例说，对某企业提出进一步加

强公共数据公开的诉求，第一时间了解

企业数据需求清单。对涉及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数据，迅速加载门户网站供各

方查询；对涉及其他部门的，正在逐一

商请加强数据信息发布。

金贤东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认真抓好落实，加快建设民营

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开通问题收

集转办反馈系统，提高解决问题诉求

的工作效率；同时，加强与民营企业沟

通交流机制成果运用，找准制约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加

快推进立法、改革举措落实、政策出

台、规划编制等工作，努力让民营企业

有感有得。

国家发改委：找准制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堵点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