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法文、俄文、阿拉伯
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
中文繁体等 8 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
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由中央
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录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期间的重要讲话、谈
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等 109 篇，还
收入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1 月以来的
图片 45 幅。全书分为 21 个专题，生动
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
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
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
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
好世界的最新贡献，是全面系统反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辟新境界、实现新飞跃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英文
版自2022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
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多语种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
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增进对中国共产
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
继续成功的认识，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
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

“一航津安 1”号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在沉放安装 E23 管节和最终接头，
背后是建设中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6月9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一航津安一航津安 11””号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在沉放安装号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在沉放安装 EE2323 管节和最终接头管节和最终接头，，
背后是建设中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背后是建设中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66月月99日摄日摄，，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广州 6 月 11 日电 （记者
田建川 齐中熙） 11 日，国家重大工程
深中通道海底沉管隧道的最终接头顺
利推出。测量结果表明，该接头实现了
与 E24 管节的精准对接，标志着世界最
长最宽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正式合
龙。至此，分处珠江口东西岸的深圳和
中山在伶仃洋海底实现“牵手”。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
通枢纽工程，全长 24 公里，集“桥、岛、
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
长约 6.8 公里，包含沉管段约 5 公里，由

32个管节及1个最终接头组成。
此前，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已由东西

两侧往中间依次沉放对接了 31 个管
节。6 月 8 日，最后一个管节 E23 及最
终接头从珠海市桂山岛沉管预制厂出
运，驶向施工水域。至 11 日完成最终
接头对接，历时近70个小时。

最终接头的对接就像“海底穿针”，误
差要控制在“毫米级”。为了实现这一高
难度目标，建设者们历经2年技术论证、1
年联合设计，在世界范围内首创了沉管整
体预制水下推出式最终接头新工艺。

10 日 14 时，最终接头顶推作业准
备就绪，在世界首创“千斤顶推出+水压
推出”双系统作用下，以每分钟 5 至 10
毫米的速度缓慢推出。11 日 8 时，最终
接头实现与E24管节精准对接。

负责施工的中交一航局项目负责
人介绍，最终接头推出过程中，项目团
队创新使用了水下双目摄影定位技术
和水下拉线技术，通过两者相互复核、
联合解算，为最终接头在海底安装对接
提供了更高精度的定位数据。

“在此次最终接头对接施工前，我们

通过基于北斗测量的控制系统，已经实
现了 15 个管节的‘毫米级’平面安装精
度。”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总工程师宋神友
说，为实现深中通道海底沉管隧道合龙
所采取的一系列创新举措，丰富了世界
跨海沉管隧道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标
准”，扩大了我国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

深中通道计划于 2024 年建成通
车。届时，深圳与中山的车程，将从现
在的2小时缩减为约20分钟，深中通道
将成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
交通大动脉。

深中通道沉管隧道合龙，深圳和中山在海底牵手

伶仃洋里不再叹伶仃

（上接第一版）
“以前，团队多是从学校毕业没多

久的 80 后；今天，95 后都来了，我这个
85后已经老了。”路伟开玩笑道。

问了一圈，虽然大家都发自内心地
觉得，能把爱好和工作结合起来，有机
会和古人跨越时空对话是一件幸运的
事情，可率真的年轻人也难免有“吐
槽”——

古籍整理一般分为影印、点校两
种。影印可以“照搬原稿”，不用管缺字
错字，人工投入较少，但文本难以得到
优化，也不便于阅读使用。“浙江文丛”
大部分是以点校整理为主，这需要耗费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些书从整理到出
版可能要耗费10年以上。

所以，有人会说：“我的强迫症越来
越严重了，做梦梦到这个字错了，那个
字又漏了，梦都做不踏实。有问题的书
一出版，我可是既负古人，又负今人，成

‘罪人’了。”
古籍多为珍品，不会外借，只能去

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阅览。
所以，有人会说：“去图书馆校书经

常要泡一整天，腰也僵了，眼睛也花
了。好在现在很多图书馆共享了数字
化古籍，倒是不用亲自跑过去，盯着电
脑屏幕看就好了。”

⋯⋯
但他们讨论最多的，还是给予与被

给予。
在整理《姚燮集》时，宁波的私人藏

家江益明将姚燮的孤本《红雪吟》提供
给了出版社；在出版数百万字的《袁昶
全集》时，经袁昶曾孙袁继先先生大力
协调，上海图书馆免了巨额的手稿底本
复制费⋯⋯

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技艺也在精
进成长。例如，读书时的路伟会觉得
同版本（即同一雕版印刷）的古籍不会
有什么不同。做了“浙江文丛”之后，
才意识到同一个雕版可能会沿用几
十、上百年，补刻、挖改、缺损时有发
生，这会导致同版本的每一部古籍之
间也可能会有差异。“不妨多看几部，
往往会有惊喜！”这是他从事古籍出版
十余年的心得之言。

听着这些话，心里暖暖的。在这群
年轻人身上，可以看见古人“焚膏继晷”

“皓首穷经”的曾经，也看见丁申、丁丙
兄弟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模样。

继往开来 说好中国故事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留下太多古
籍宝藏。古籍整理这条路，路漫漫其修
远兮。

2021 年启动的第三期工程在稳步
推进，规模为 50 种，共 300 册，计划以
每年推出 60 册的速度出版，在 2025 年

完成。相较于一、二期工程，它的重点
在于补短板、拓新篇、表彰遗佚。

所谓补短板，是要把之前遗漏的浙
江学术的代表性著作纳入进来。前段
时间，浙江古籍社编辑祖胤蛟得知上海
图书馆藏有刘承幹的巨量书信。“刘承
幹是浙江近代最大的藏书家，没有‘之
一’，编刻过不少好书，所以也是浙江最
重要的出版家之一。他的信札十分珍
贵，对于研究出版史意义重大，因而十
分有必要将其印出来。”

所谓表彰遗佚，是要把那些虽然不
太有名，但著作颇有价值的浙江人“挖”
出来。路伟指着桌子上的纸箱子，里面
是厚厚的古籍复印件。这是他委托朋
友利用访学之暇从日本访回来的。内
容是清初文学家、绍兴人徐沁的笔记和
文集，为海内外孤本，很多人不知道它
的存在。

拓新篇，一是指不再只聚焦纸本文
献，因为考古实物、碑刻、简帛、拓本等
非纸本载体一样有丰富的文献信息；二
是指将时间范围从 1911 年前扩展至
1949 年前，因为晚清、民国也是浙江文
化的高峰时期，以王国维、章太炎、汤寿
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浙籍名家的著作
也反映着浙江文化大河承上启下的奔
流走向。

与此同时，“浙江文丛”数据库的建
设，对标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内容二次开

发工作也在谋划之中。
某种意义上，第三期工程的拓荒性

比之前的更强，难度更大。有时，从前
积累的经验也无法奏效。例如，本以为
距离现在越近的文献，应该越好整理。
其实不然。因为大量近现代著作以稿
抄本形式存世，字迹可能潦草难辨，也
可能有大量的涂改。整理起来比整理
刻本更“吃”功夫。

虽然如此，“浙江文丛”编辑团队的
干劲却更大了。

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被需
要”：自“浙江文丛”陆续上市以来，每年
在全国古籍类出版物评选中，都会拿到
最高的奖项；在全国馆藏图书采购配额
中，年年销售码洋在一百万元以上；祖
籍慈溪的中科院院士、国内著名神经外
科专家陈宜张教授还专门来电，说早就
呼吁过出版类似图书，现在终于问世，
可喜可贺。

还因为，他们看到世界对浙江文化
投来的晶亮目光：“浙江文丛”的影响力
远播海外，其中《刘伯温集》对外输出了
法文版和英文版版权；浙江古籍出版社
也因“浙江文丛”连续多年入围“中国图
书海外馆藏影响力100强”。

从一个省域的文化担当，到一群年
轻人的接力成长，再到一个民族与全世
界的交流互鉴，“浙江文丛”的价值与意
义在持续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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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记者
董雪）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11日在京
出席洪都拉斯驻华使馆开馆仪式，同洪
都拉斯外长雷纳共同为使馆揭牌。

秦刚代表中国政府致以热烈祝贺，
表示，两个多月前，中国和洪都拉斯在一
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实现了两国人民的夙愿，开创了中洪关
系的新时代。两个多月来，双方坚定履
行建交承诺，推动双边关系强劲起步。
中洪关系快速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大势所
趋、人心所向，中洪建交顺应历史潮流，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卡斯
特罗总统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主席同卡斯
特罗总统举行历史性会晤，必将引领双
边关系迈上新高度、实现新发展。中方
愿同洪方不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将
中洪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
不同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新典范。

雷纳表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开启了洪都拉斯同世界关系新时代，为
我们打开了通向一个繁荣发展伟大国
家的大门。洪方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相信洪中关系一定会不断加强，
造福两国人民。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记者
潘洁） 6 月 11 日，来自中国和洪都拉
斯两国约200位政商界代表共聚北京，
出席中国—洪都拉斯高级别企业家交
流会。这是 3 月 26 日中国和洪都拉斯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首届高级别
企业家交流会，为深化两国经贸务实合
作注入新动力。

“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
广阔市场，并且在不断快速发展。”洪都
拉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塞拉托说，期待洪
都拉斯的香蕉、烟草、咖啡、海鲜等特色
产品能尽快进入中国市场，也欢迎中国
企业家到洪都拉斯投资兴业，推动双方
务实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洪都拉斯驻华使馆开馆
秦刚出席开馆仪式

据新华社郑州 6 月 11 日电 （记者
马意翀）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
解到，截至6月11日17时，河南麦收基
本结束。

据介绍，河南省大规模机收作业自
5 月 30 日开始，至 6 月 11 日基本结束，
历时 13 天，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达
21.6万台。麦收期间，日收获超900万
亩的天数有5天。

截至 11 日，河南全省夏播面积达
7802 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85.7%，日进
度达 497 万亩。粮食作物已播 5998 万
亩。河南全省大部土壤墒情充足，夏播
进度较常年快3天左右。

河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
区 之 一 ，小 麦 播 种 面 积 常 年 稳 定 在
8500 万亩以上，小麦产量占全国四
分之一。

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

据新华社澳门 6 月 11 日电 （记者
李寒芳 刘刚） 亚运会欢乐跑活动 11
日上午 9 时在澳门科学馆前地广场举
行，700多名参与者共同为喜迎亚运会

“助跑”。
欢乐跑活动是亚运会的惯例，也

是杭州亚运会重要的国际性公众参与
活动。澳门欢乐跑的参与者为参加杭
州亚运会的运动员以及澳门多所学校
的学生和青少年，路线全程约两公里。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
澳门青年及市民大众亲身感受亚运会
即将来临的气氛，为准备参加杭州亚运
会的澳门运动员凝聚能量、加油鼓劲。

“大家今天来到这里都是为了支持
澳门运动员备战杭州亚运会，为运动员打
气加油。”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局长潘永
权介绍，澳门将派出超过180名运动员参
与21个项目的比拼，个别队伍已前往内
地及海外积极备战，期望能取得佳绩。

刚刚跑完步，澳门龙舟运动员吴
紫茵还难掩激动的心情。“今年我将第
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龙舟比赛，心情非
常兴奋，参加今天活动也非常欢乐。”
吴紫茵说。

欢乐跑由亚奥理事会、杭州亚运会
组委会、中国澳门体育暨奥林匹克委员
会和澳门体育局联合主办。

澳门举办欢乐跑喜迎杭州亚运会

据新华社南海“探索一号”科考船
6 月 11 日电 （记者 施雨岑） 11 日清
晨，随着“探索一号”科考船抵达三亚，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第一阶段
考古调查工作宣告顺利结束。历时 20
余天，21 个潜次工作，一次没有先例可
循的考古调查。

2023 年 5 月 20 日，南海西北陆坡
约1500米深度海域。搭乘“深海勇士”
号载人潜水器，中国文物工作者将水下
永久测绘基点布放在海底。这标志着
本次调查工作正式启动。

2022 年 10 月 23 日上午，“深海勇
士”号正在执行第 500 潜次任务，在海
底发现大片陶罐。我国在南海发现的
这两处明代沉船，分别被定名为南海西
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北陆坡二号
沉船，保存相对完好，时代比较明确。
其中，一号沉船文物以陶瓷器为主，散
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推测数量超过十
万件；二号沉船则发现大量原木。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文物局
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3
家单位联合组成深海考古队，分3阶段

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参加本阶段调查
的深海考古队成员约 30 人，分别来自
考古、文物保护、地球物理探测、海洋地
质、海洋生物、机械电子等领域。

6 月 2 日，“深海勇士”号在二号沉
船遗址成功提取两根原木；6月4日，借
助新型柔性机械手，“深海勇士”号在一
号沉船遗址成功提取青花八仙纹罐、青
花麒麟纹盘、白釉盖钵、青釉盖罐等一
批文物；6 月 8 日，经过前期多次努力，
长基线信标全部布放入水并在夜间完
成标定，准备启用⋯⋯

在 20 多天的第一阶段调查中，深
海考古队完成一系列工作——

对一号、二号沉船进行了大范围
的水下搜索和调查，200 多件文物被
安全提取。文物工作者将对它们进行
全面研究，解读其中蕴藏的历史信息；
完成一号、二号沉船核心堆积区的三
维激光扫描和摄影拼接；开展潜载抽
沙、吹沙实验，长基线定位、柔性机械
手等“黑科技”应用于深海考古；深海
考古水面日志、深海考古下潜科学报
告、出水文物登记表⋯⋯深海考古工
作规范逐步建立。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第一阶段考古调查结束

千米深海探秘丝路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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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深海探秘丝路遗珍
◀ 这是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内部（2022
年10月摄）。 新华社发

潜航员为“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解开与“探索一号”科考船相连的缆绳，为“深海勇
士”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做准备（2023年5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据新华社杭州 6 月 11 日电 （记者
魏董华） 按照大脑指令可做出灵活动
作的智能仿生手，帮助肢体缺失患者
重建手部运动功能；会学习的农田打
药机器人能在雨雪、低能见度等恶劣
条件下自动驾驶作业；宠物型机器人
可以陪伴老人和小孩，有温度地进行
情感交流⋯⋯

正在浙江杭州举办的 2023 全球人
工智能技术大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工智
能概念和产品吸引众多目光，与会专家
就人工智能话题展开探讨，描绘未来发
展图景。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和杭州市政
府主办的此次大会，吸引了国内外近
300 位业内专家和 70 余家企业参会。
穿梭在大会展区内，日新月异的人工
智能技术可感可触，生产、医疗、教育
等越来越多领域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
身影。

简单输入文字，几秒就能生成图
画、创意、文本等，百度“文心一言”“文
心一格”、科大讯飞“讯飞星火认知大
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通过自
然对话方式理解和执行用户任务，吸
引众多参展观众体验，展现了人工智
能更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赋能潜
力。

让截肢患者可以像控制自己的
手脚一样控制假肢，帮助孤独症患者
提 升 社 交 沟 通 与 行 为 能 力 ，助 眠 舒
压、改善睡眠质量⋯⋯在强脑科技的
展台上，公司展出了智能仿生手、智
能灵巧假腿、脑机智能安睡仪等多款
脑机接口产品。工作人员表示，这些
产品目前已在康复、大健康、人机交
互等领域被应用，智能仿生手等产品
已累计帮助上千名残疾人回归正常
生活。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这个时

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理事长戴琼海在大会上表示，机器人
已大规模应用于自动装配生产线，自动
驾驶车辆已可以在城市道路行驶，以深
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推动了科技、
医疗、电子、金融等行业快速发展，人工
智能体现了很强的赋能作用。

从电商、搜索，到对话、产业场景，
我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正逐步落到应
用层面。未来，随着技术不断迭代更
新，其应用场景将更加广泛。

从虚拟数字人到外骨骼机器人，
主打陪伴的机器人将随着人工智能
深 度 学 习 模 型 相 关 领 域 的 发 展 ，外
形、交互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甚至情绪
感知能力都将得到很大提升。2022
年，科大讯飞正式宣布启动“讯飞超
脑 2030 计划”，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懂
知识、善学习、能进化，让机器人走进
每个家庭。

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宏描
述了人工智能在音乐艺术领域的应用
前景——“复活”3000 首中国古琴曲。
中国古琴曲有特殊的记谱方式，主要记
录指法和音位，不记录每个音的具体
值，仅凭曲谱不能直接演奏，需要转化
成可演奏的琴曲。

“这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
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一位博士生的研
究课题，该项目将人工智能等前沿科
技应用于古琴领域，通过深度学习古
琴古曲，建立古琴数据集并完成古琴
琴谱数字化的底层工作，推动古琴文
化保育与传承。”管晓宏说，人工智能
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应用
潜力。

与会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拓展
人类发现、理解与创造的能力。未来，
它的发展要承担起赋能生活、提升幸福
感的使命。

从2023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看行业新趋势——

人工智能加速走进百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