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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山海的友谊、团结、合作、开拓之旅
——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拓展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新空间，
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实践，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

一、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启新程
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再聚焦
三、树立互利共赢合作新典范

四、开启中巴构建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五、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新局面
六、唱响中国光明前景最强音

（据新华社 全文详见第二版）（据新华社 全文详见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11 月
2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亚
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并对秘鲁、巴西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回
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
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
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在卡萨布兰卡技术经停后离开
时 ，摩 洛 哥 首 相 阿 赫 努 什 等 到 机 场
送行。

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国事访问

习近平回到北京

22日，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落下帷幕，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嘉宾围绕“拥抱以人为本、智能向
善的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主题，展开对话交流，进行
思想碰撞，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互联
网合作与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网络强
国战略目标10周年，也是我国全功能接
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在这样的时间节
点，乌镇峰会以高规格、高水平、高标准
开局迈入“下一个十年”，必将在互联网
发展史上刻下不凡印记。

过去十年，乌镇白墙黛瓦依旧，互联
网世界已是风云激荡。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筑梦前行，“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声音、中国方
案始终如一，绽放愈加璀璨的光芒。

习近平主席向本次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
贺，提出“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
安全发展、普惠发展”等主张，高屋建瓴、
与时俱进，为我们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

“数字未来”清晰指明路径。站在“下一
个十年”的新起点，关于“数字未来”的讨
论和畅想，正从乌镇传向未来和远方。

科技点亮未来。此次峰会上，各种
“黑科技”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眼花缭
乱。全调度以太网数据处理器芯片、AI
数据合成与生产平台等硬核科技产品
重磅首发；面向 AI 的云计算基础设施、
认知决策智能体技术创新与应用等 20
个项目获得领先科技奖。嘉宾们预言，
下一个十年将是 AI 的十年。抓住发展
机遇才能制胜未来。需看到，目前我国
在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上，许多

“卡脖子”难题待解。唯有锚定国家战
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持续挺进前沿
技术“无人区”，实现核心技术、重大技

术的自主创新，才能把握信息时代发展
主动，为实现强国复兴梦、点亮人们美
好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产业拥抱未来。人工智能已深度
嵌入千行百业，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引擎。此次峰会发布的《中国互联
网发展报告 2024》蓝皮书显示，全国已
建成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人
工智能等技术在 90%以上的示范工厂
得到应用。另一数据显示，浙江人工智
能产业年产值超5700亿元，在推进人工
智能核心技术攻关、场景应用、新型算
力体系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对
于浙江来说，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号角声中，
更要发挥领先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应用
创新、原始创新进位争先，用人工智能
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数字经济的肥沃
土壤长出更多参天大树。

人类畅想未来。一根网线互联互
通，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然而世界的某
些角落，互联网之光仍没有照进现实，数
字鸿沟有待弥合，网络霸权暗影幢幢，信
息技术滥用、网络犯罪等新威胁频现。
一次次“乌镇之约”直面问题和挑战。本
次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成立
世界互联网大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
诸多引导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的议题，有
力凝聚共识，丰富治理经验。网络空间
是人类的共同家园。我们坚信，唯有秉
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创新
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才能让各国
人民在网络空间和睦相处，不同文化交
融互鉴，让更多国家更多人民共享发展
机遇。一个更加普惠繁荣、和平安全、平
等包容的数字世界未来可期。

未来已来，路在脚下。让我们把
“乌镇之约”的美好愿景化为坚实行动，
追光不止，携手迈向“下一个十年”。

追光不止，携手迈向“下一个十年”
本报评论员

本报上海 11 月 23 日电 （记者
张帆） 23 日 9 时 27 分，随着 G55505
次试运行列车缓缓驶离铁路上海虹桥
站，历经近 20 年筹划和 4 年多建设，连
接上海、苏州、湖州的沪苏湖高铁开始
试运行。

10 时 10 分，G55505 次试运行列
车抵达湖州站，全程耗时43分钟。

全长约 163 公里、设计行车时速
350 公里的沪苏湖高铁，是上海、苏州、
湖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大项目。
同时，作为上海辐射长三角的新高铁通
道，将有效疏解繁忙的沪宁、沪杭铁路
通道运输压力。通车后，上海虹桥到湖
州最快预计只要40分钟，比现在湖州坐
高铁绕道杭州去上海节省1个多小时。

沪苏湖高铁由上海虹桥站引出，沿
途设上海虹桥、上海松江、练塘、苏州
南、盛泽、湖州南浔、湖州东、湖州站等8
座车站，其中上海松江、练塘、苏州南、
盛泽、湖州南浔、湖州东站为新建车站。

国铁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高
级工程师韦强介绍，当天开始的试运行

主要是按试验大纲要求，原则上利用不
少于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列车运行图参
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
行车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
态，对高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
度、设备状态等方面进行一次全面的“实
战”检测，为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
据。试运行使用的列车采用运营动车组
担当，沿途各站模拟办理客运业务。

按照计划，沪苏湖高铁将在年内具
备通车条件。正式开通后，湖州将实现
各区县均通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湖州
到沪、宁、杭三大长三角中心城市均在
一小时以内。

据介绍，开通后的沪苏湖高铁将和
杭宁、合杭、湖杭高铁在湖州交汇，湖州
将成为浙北的高铁枢纽。稍早开通的杭
温高铁，可借助湖杭高铁和沪苏湖高铁
的链接，经杭州西站、湖州东站延伸开
行温州直达上海的高铁动车，避开现有
繁忙的杭州火车东站及沪昆（沪杭）高
铁通道，分流减轻沪昆高铁的压力，进
一步优化长三角及上海铁路枢纽布局。

沪苏湖高铁昨起试运行
计划年内具备通车条件，湖州到上海虹桥最快40分钟

本报三门峡 11 月 23 日电 （记者
季叶海 朱海伟） 11 月 23 日，第十五
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开幕。开幕式上，《浙江日报》社原高
级记者徐永辉、浙籍摄影家何世尧获
颁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摄影）。这是
我省摄影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本届获该奖项全国仅两人。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旨在评选表
彰对各艺术门类涌现出的，具有良好社
会影响力、代表性和示范性的 75 周岁

（含）以上，长期为文艺事业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徐永辉，1930年生，《浙江日报》社
原高级记者。1950 年起，徐永辉对浙
江农民叶根土等十多位人物及其家庭
进行跟踪拍摄，用镜头记录中国普通人

家的平常故事，反映新中国成立七十五
年来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时代变
迁，被誉为“新中国跟踪摄影第一人”。
其《一户农家五十年》跟踪摄影作品集
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何世尧，
1935 年生，曾任中国画报出版社副总
编、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1974年，他
的风光摄影作品《巍巍长城》被制成巨
幅壁毯，作为中国政府礼品赠送联合
国。这幅作品至今仍悬挂在联合国主
宾大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也见证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印记。

同时，摄影艺术节还举行第十五届
中国摄影金像奖颁奖典礼，我省摄影家
王培权、支江获奖。中国摄影金像奖是
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主
办的摄影领域全国性最高个人成就奖。

本报老记者徐永辉浙籍摄影家何世尧
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摄影）

第二届“良渚论坛”举办在即，世界
的目光再次聚焦浙江、聚焦良渚。

2023 年首届“良渚论坛”成功举办
以来，浙江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赓续历史文脉，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史的圣地。第二届“良渚论坛”开幕前
夕，记者再次走进这片古老的土地，探
寻这一年间的良渚文化“两创”故事。

“良渚文明”持续升温

岁聿云暮，江南“小雪”，但良渚古

城遗址公园的研学活动热度不减。“今
年秋天开始，来公园研学、参观的孩子
多了很多！”公园运营负责人郑佳不禁
感叹，“教材的影响力太强大！”

今年秋季学期，“良渚古城遗址”被
列入人教版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教
科书正文。在第 1 单元第 3 课“中华文
明的起源”中写道：“良渚古城的考古发
现证实，距今约 5000 年，长江下游地区
已经出现早期国家。”

纸上得来终觉浅。全国的学生和
家长纷纷利用秋假、国庆假期、周末等
来到良渚，希望通过实地参观与体验更
深入了解良渚文化的辉煌历史与文化
魅力。“我们顺势推出‘跟着课本游良

渚’研学产品，精心设计线路，由社教专
员当老师，带着同学们在莫角山、南城
墙、反山王陵等点位现场上课，以更全
面了解良渚。”郑佳说。

最受学生欢迎的，是磨玉体验。玉器
是良渚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元素。亲手打磨
玉璧，让同学们更深地感受良渚文化的魅
力。“这不仅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了文化知识，更培养了他们的文化自
信。”一位带队老师在公园留言板上写道。

除研学团队外，还有很多散客。今
年国庆假期，来自上海的郑若曦主动要
求父母带她到良渚看看。“课文里有良渚
文化的内容，就想来看看这个实证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的世界文化遗产。”郑爸爸

非常欣慰女儿对历史感兴趣，“这里是她
自己选的目的地。这很好，认清文明的
来路才能知道它的去路。”

随着杭州亚运会火种在良渚采集、
首届“良渚论坛”举办、“良渚古城遗址”
被列入教科书正文，良渚在全国、全球
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五千年中国看良
渚”越来越成为共识。

郑佳提供了一组数据：一年来，良
渚古城遗址公园节假日访客经常触及
1.5 万人次的限流峰值，很多访客只能
在公园外眺望这片世界文化遗产地；近
一半访客来自杭州市外，不乏来自北
京、西安等地的研学团队，还有特意来
打卡的国外访客。 （下转第二版）

良渚文化“两创”一年间
本报记者 唐骏垚 见习记者 胡 金

本报讯 （记者 徐贤飞 陆欣 共享
联盟·兰溪 陈志恒） 高质量发展跑得
快不快、稳不稳？今年以来，兰溪市委
通过“周一听党建”的方式，让基层党委

（党组）认清发展中的堵点问题，倒逼基
层跑起来。

近日，兰溪市灵洞乡党委书记傅兢
又来到华东全球品牌家居绿色智造基

地项目建设用地现场。为确保这个总
投资 51.8 亿元的项目按时开工，他常

“泡”在这里。“要回答市委出的题，跳出
灵洞发展灵洞，关键就在这个项目上。”
傅兢说。

两年前，兰溪市抓住钱塘江“黄金
水道”复兴机遇，把金华港兰溪港区铁
公水多式联运枢纽项目布局在灵洞。

今年 6 月，灵洞乡党委就被兰溪市委组
建的“问诊小组”精准把脉找症结：这么
好的交通区位优势，灵洞乡党委准备如
何发挥？怎么带动灵洞实现新一轮发
展？一连串发问，让灵洞乡再也坐不住
了。他们跑市场、访高校，把目光聚焦
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寻找灵洞发展的新
出路。

浙江骏宏集团有限公司由此进入
灵洞乡的视野，这家集大宗商品贸易、
建材供应链等于一体的集团，也在寻找
内港布局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
融合的项目。9 月 27 日，这个总投资超
50亿元的智能家居生产、展销项目顺利
签约。

（下转第三版）

兰溪组建“问诊小组”专治发展堵点

每周一问，问到干部坐不住
兰溪组建“问诊小组”专治发展堵点

每周一问，问到干部坐不住

11 月 23 日上午，为期三天的首届
中国（绍兴）低空经济展览会在绍兴市
越城区启幕。约 200 家参展企业携无
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直升机等 500 余架（台）航空器集中亮
相。图为亿维特（南京）航空科技有限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展 示 2 吨 级 eV-
TOL-ET9机型。

本报记者 王佳 郑培庚
通讯员 严立明 文/摄

起 飞

本报衢州11月23日电（见习记者
汪文羽 记者 于山 通讯员 卢晓丽）
23 日，当天摘下的 750 公斤花菇，在衢
州市衢江区云溪乡希望新村的“新村

‘菇’事”共富工坊装车，销往杭州、上海
等地。花菇，正成为这个村的标签。今
年以来，衢州以每个乡镇（街道）成功培
育壮大1个特色产业、每个行政村培育
1 个特色产品的“一镇一产业、一村一
品”建设为抓手，持续推动新型集体经
济发展巩固提升，有效夯实共富底板。

希望新村是为安置洪灾群众和乌
溪江库区下山脱贫百姓而建的移民村，
以前缺少农业基础和产业支撑。现在，
依靠国企、花菇企业、村集体的合作，统
筹使用国家的农村发展帮扶资金，打造

“新村‘菇’事”共富工坊，22 个智能化
菌菇房年产值超1400万元。希望新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小刚介绍，

“新村‘菇’事”还为村里提供了 200 余
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22个村集体增收。

抱团发展，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是
衢州推动“一镇一产业、一村一品”发展村
集体经济的重要举措。衢州市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党建引领，统筹使
用帮扶资金，投入发展大项目，让有限的

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
在江山市坛石镇，汇农蛋鸡养殖基

地饲养的100万只蛋鸡，每天都产出超
过 90 万枚鸡蛋，今年已为参股村带来
集体经济收入共 672.1 万元。坛石镇
组织委员郑瑜说，蛋鸡产业已落实四期
项目规划，累计联合 18 个乡镇 69 个村
的村集体经济进行投资，预计未来年度
可实现1000多万元经营性收入。

发展产业，增加经营性收入，是推
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重要方
向。今年，衢州制定党建引领“一镇一
产业、一村一品”发展若干举措，出台试
点工作方案，推动村集体经济融入乡村

“土特产”全产业链发展，按照宜农则
农、宜工则工、宜贸则贸、宜游则游原
则，深化产业布局，同时避免同类竞争。

柯城区石室乡的鱼子酱、龙游县横
山镇的富硒莲、常山县东案乡的西甜
瓜、开化县林山乡的山药⋯⋯目前，衢
州已创成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0
个，打造特色产业重点培育村 120 个，
发展“双柚”、油茶、茶叶、蛋鸡、湖羊等
特色产业重大项目 120 多个，350 多家
企业参与村庄发展，带动 50 多亿元资
金投入乡村产业。

衢州推动“一镇一产业、一村一品”建设

统筹帮扶资金 做强乡村产业

11月23日，试运行列车经过沪苏湖高铁青浦特大桥元荡湖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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