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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

大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

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创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

思想为指引，中国外交牢牢把握服务

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世

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

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

塑造力显著提升。

为人类前途命运指引方向

2015年9月，纽约联合国总部，第

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习近

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指出要继

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到2017年在日内瓦万国宫，再到

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大国

际场合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

高票通过！2021年11月，“人类

命运共同体”写入第76届联合国大会

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不首先在外

空部署武器”决议。这是联大决议连

续5年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载入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国家宪法，到多次写入联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

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

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得到国

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2022年9月，中亚，习近平主席对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其间，习近平主席分别同两国元首

就在双边层面启动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

达成重要共识。

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到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再到柬埔寨、

老挝……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同中国

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的世界意义

和实践伟力日益彰显。

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新路径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习近平主席

为“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给出的中国答

案。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

伴关系。

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中国致力于

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

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推进中俄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明确提出“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

系三点原则，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

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在周边外交方面，召开新中国成立

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按照亲

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

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稳定

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方面，从非洲

到中东，从拉美到太平洋岛国，众多发展

中国家都流传着习近平主席同大家平等

交往、共谋发展的佳话。

这些年，习近平主席先后40多次出

访，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国内外主持

和出席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活动，接待

访华国际政要数百位，同各国社会各界

保持广泛接触，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不断开创新局面。

如今，中国已同181个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同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

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正如习近平主

席所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谱写开放合作的时代篇章

2022年1月，全球疫情延宕反复、世

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剧之时，习近平

主席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

议，发表演讲强调：“经济全球化是时代

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

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中国

致力于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迷

茫困顿的世界注入强大信心与动力。

2013年金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期

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在‘一带

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

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

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

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

目标。”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实

打实、沉甸甸的成就：雅万高铁、瓜达尔

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六

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

形成；因为“一带一路”，马尔代夫有了第

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有了自己的轿

车制造业，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重

现辉煌……

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中

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

这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

建设的主动作为——

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

投票权跃居第三位，到发起成立亚投行、

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再到人民币

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

国已从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通参与者，

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变革的

“发动机”。

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胸

襟——

中国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落实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生物多样性

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多

边议程；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多次提出共建

清洁美丽世界的国际主张，提出构建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

2016年9月，钱塘江畔，大潮涌动。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

平主席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

观。发展，在此次峰会上第一次被置于

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共建

“一带一路”；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从深化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到支持世界抗疫、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一项项倡议主张，一个个实际

行动，彰显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

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作

为和担当。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冯歆然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开展

服务民族复兴 促进人类进步

继上海交响乐团作为发起团之

一，全国23支交响乐团联合委约的交

响音诗《千里江山》在上海夏季音乐节

闭幕音乐会世界首演后，昨晚，“复兴

路上——上海交响乐团的十月理想”音

乐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演。音

乐会由著名指挥家王永吉执棒，携手大

提琴家聂佳鹏、女中音歌唱家蔡静雯，

世界首演上海交响乐团以“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主题的两部委约新作——青

年作曲家方岽清创作的《复兴 ·颂》，及

黄凯然、张巍、杨帆、郑阳四位80后作曲

家一起创作的《我们的世界》。

“作为中国音乐的未来，年轻有实

力的艺术家的声音应该被听到，被记

住。”为何邀请一众青年作曲家担此重

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做出

了解释。在他看来，这些年轻音乐人

有着开阔的音乐视野，他们用丰富多

元的创作手法为时代画像，描绘出中

国文化内在精神内核，“表达了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诚挚祝福，对美好中

国未来的无限憧憬”。

由青年作曲家方岽清作曲的《复

兴 ·颂》，在音乐中回望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作品采用颂歌的

方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应和时

代脉动，谱写中国梦。谈到创作灵感

时，方岽清提及一次乘坐高铁时的经

历，他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色，“丈量祖

国大地的力量和速度，在心中瞬间衍

生出澎湃的激情，很想化为音符”。

《我们的世界》则由青年作曲家杨

帆、黄凯然、张巍、郑阳共同创作。黄凯

然的第一乐章“温暖中国”，为大提琴与

乐队而作，张巍创作了第二乐章“速度

中国”，杨帆的第三乐章“幸福中国”，为

女中音与乐队而作，及郑阳的第四乐章

“未来中国”，共同组成了以“极致”为核心

概念的音乐世界。已经合作多次早已成

为好友的作曲家们，此番再次联手创作。

第三乐章“幸福中国”的作曲家杨帆表示，

四人做了很多诸如调性、强收还是弱收、

风格走向等技术上的沟通。而在情感上，

因为大家的语境相通，所以很容易共鸣。

“虽然音乐写作内容不同，但情感基底是

一样的——我们的孩子、父母、家人，我们

的小区、公园、大好河山，都是这个世界的

组成部分，所以彼此无需多言，共同用年

轻人的情感肌理，展现和想象现在所处的

当下的和未来的世界。”

巧合的是，上交为庆祝建党百年委

约四位不同代际作曲家而作的四部作品

中的两部——于阳的《中国颂》和杨帆的

《父辈》，也于昨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由

宁波交响乐团奏响。上交的两批主题委

约创作京沪同步上演，印证了乐团委约

作品的活力和传播力。两部作品再次被

其他交响乐团演绎，也是上交从去年开

始尝试委约作品版权开放的成果之一。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上交两部委约新作在沪首演

《复兴 ·颂》《我们的世界》用飞扬音符为时代画像

本报讯（记者张鹏）日前，在世界级
生态岛崇明岛的中部，花博园区毗邻处，

上海首个学生综合性劳动实践基地（光

明花博邨）正式启用。基地依托“第十届

中国花博园区”至“光明田原现代农业综

合体”约50平方公里区域的核心载体，

集学农实践、农业研创、职业规划三大功

能，凸显森林资源、滩涂资源、生态资源、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特色，实现涵盖农

业劳作、加工制造、服务体验、创新实验

的系统化生态劳动教育实践新样态。

今年9月1日起施行的《义务教育劳

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劳动从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成为义务

教育阶段必修的课程，并设置了十个任

务群。与此对标，首个上海市学生综合

性劳动实践基地（光明花博邨）将引导学

生真正地走出课堂。为此，基地形成了

“1心+2区+N点”的体系化布局。“一

心”指拥有完善配套的花博邨综合功能

区，可为学生提供1016个床位。“两区”

指种业创新聚集的花博园区和青年农场

传统与现代农业融合的学生劳动实践体

验区。“N”指光明在崇明的东滩源、番茄

产业园、现代农机中心、光明田原生态综

合体、瑞华果园等一批学生劳动基地。

通过不同基地的多种模式劳作项目体

验。基地还以诸伟琦劳模工作室团队为

核心，配置了20余名、65%以上硕士学历

的专业课程教育专员，结合产业特色研

发设置了二十余种课程内容。

多年来，上海始终积极探索，率先创

新劳动教育内容、途径和方式。早在

2014年，上海就把“构建校内外合力育

人共同体”理念写进了教育改革方案。

目前，上海已建立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公

益劳动的服务性劳动基地2100多家，学

生劳动实践岗位87万多个。

此次上海崇明生态岛与光明集团的

合作为学生生产劳动实践开辟了新天

地。基地启用当天，以“庆丰收、惜粮食、

爱劳动”为主题的学生市集活动同步举

行，主办方设置了树木养护员、新时代劳

模心语、垦拓精神展示庆丰收迎盛会等

10个场景，引导学生以团队形式开展劳

动、面对面聆听劳模故事、近距离了解真

实的农业生产过程，从而重视农业生产，

懂得珍惜粮食，感悟何为“劳动创造美好

生活”。

上海首个学生综合劳动实践基地启用

本报讯 （记者姜澎）如何提早应对阿尔兹海默病这
类病因至今未完全明确的疾病？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

与技术研究院冯建峰教授/程炜团队与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郁金泰教授临床研究团队组建学科交叉攻关团

队，利用生物医学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算法开发全新的

认知障碍风险预测模型——UKB-DRP，能对个体在五

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是否有全因痴呆及其主要亚型

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风险进行精准预测。

痴呆是一种起病隐匿、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

性疾病，一旦患病，大脑的记忆力、思维能力等功能会像

被“橡皮擦”一样清除掉，成为老年人群致死和致残的主

要疾病之一，已列为21世纪全球重大健康难题。

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快，2050年全球罹患痴呆的人数

预计将从2019年的5700万增加至1.53亿。痴呆病程长，

年轻化趋势明显，发病前20年已出现病理改变，但临床

诊断时往往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窗，早期预测、早期干预

的研究迫在眉睫。

联合团队利用英国生物样本库队列，随访了425159

名40-69岁的非痴呆人群，在中位随访时长达11.9年的

过程中，5287位参与者被诊断为新发痴呆。

研究纳入参与人群的认知、生化、行为和基因等多维

度健康相关指标，基于临床经验对这些指标进行严格筛

选和质控。随后运用机器学习算法，计算每个指标对痴

呆预测模型的重要程度，最终选出排名前十的指标作为

预测因子，构建了UKB-DRP痴呆预测模型。

这十个预测因子包括：年龄、载脂蛋白E（ApoE）基

因、认知配对测试时长、腿部脂肪百分比、服药数量、认知

反应测试时长、呼气峰流量、母亲死亡年龄、慢性疾病和

平均红细胞体积。

UKB-DRP痴呆预测模型对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

长时间的全因痴呆和阿尔兹海默病的预测效能均较高，

其中全因痴呆的预测AUC值为0.85，阿尔兹海默病的预

测AUC值更高，可达0.86-0.89。而且这一痴呆预测模

型与国际上已发表的预测模型，如CAIDE、DRS、ANU-

ADRI等相比，预测精度显著更高。

UKB-DRP痴呆预测模型的优势在于，其纳入的十

个预测因子可以从问卷调查、简单查体和常规血液检查

中快速获取。相比其他基于昂贵全基因组测序、有创腰

椎穿刺或PET影像等复杂预测因子建立的模型，该模型

可广泛应用于各级医疗单位早期筛查。

相关成果发表于《柳叶刀》子刊《eClinicalMedicine》

（《临床医学》）。研究团队还研发了UKB-DRP痴呆预

测模型的网页版应用，使用者可在线输入待测个体的相

关信息，获取痴呆发病风险信息。

这是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团队与华

山医院临床研究团队近年组建的医理跨学科交叉团队

围绕重大脑疾病临床防治问题合作深耕的又一突破。

合作团队的前期工作围绕阿尔兹海默病及痴呆的早期

防治开展研究，通过对多组学表型数据的深入挖掘，确

认了握力与步速、体脂和炎症等一系列新型风险因素，

并深入探究运动与睡眠、抗抑郁治疗、白内障治疗及户

外日照等对降低痴呆风险的重要作用。联合研究团队基

于所挖掘的生物标志物，绘制其自然变化轨迹，并结合

多模态脑影像进一步揭示其神经影像机制，为开展保

护性治疗提供新靶点。团队已在顶级期刊发表相关论

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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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复兴路上——

上海交响乐团的十月

理想”音乐会昨晚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上演。音乐会由著名

指挥家王永吉执棒，

携手大提琴家聂佳

鹏、女中音歌唱家蔡

静雯，世界首演上海

交响乐团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主题

的两部委约新作。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七星彩第22111期公告
中奖号码：050520+5

一等奖 1 5000000元

二等奖 9 373331元

三等奖 50 3000元

四等奖 1317 500元

五等奖 20296 30元

六等奖 752028 5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296542797.78元

排列5第22258期公告
中奖号码：19614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2258期公告
中奖号码：196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体彩公报

（上接第一版） 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和

海外贸易相关沉船遗址的调查发掘更是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如南海一

号沉船、华光礁一号沉船、南澳一号沉

船、碗礁一号沉船、小白礁一号沉船，

以及当下正在发掘的长江口二号古船

等。如此大量的水下考古实际工作，在

目前已经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国家中首

屈一指。

翟杨：2011年，根据国家文物局

的安排，上海启动水下文物普查工作。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考古工作者在长江

口水域收集了近150处水下文物线索。

这些发现表明，上海是世界上水下文物

资源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

文汇报：据统计，中国水域下“沉
睡”着数量不少的古船。在考古界有一

种说法，能不发掘的就不发掘！长江口

二号古船为何要打捞？它的价值体现在

哪些方面？

张威：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
门分支学科，考古学所遵循的基本原

则同样适用于水下考古，如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就明确提出“就地保护应作为保护水

下文化遗产的首选方案”。但在实际工

作中，每一处水下遗址都有自身的特

性。所处的环境、保存的状况、保护

的条件等千差万别，对于实在不具备

就地保护条件且面临极大破坏风险的

遗址应允许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同样

是考古工作的一个原则。长江口二号

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他因素且不说，

仅看其所在的地理位置——长江口水

流冲刷严重，特别是随着水势流向改

变，河床由淤积转变为快速下切，致

使古船加速露出河床表面，船体面临

严重威胁，“就地保护”是难以实现

的。更何况沉船本身具有重大的历史

价值、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对它实

施抢救性发掘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它

将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翟杨：长江口二号古船是弥足珍
贵的文化遗产，为“海上丝绸之路”

和长江“黄金水道”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实证。从文物本体看，长江口二号

是罕见的保存完好的木质贸易帆船，

体量巨大，长38.1米，是南海一号的

1.5倍。水下探摸情况表明，古船的舱

口围、舷甲板、主桅、船舵、铁锚等

结构和船用属具保存基本完好。主桅

根部仍竖立在船上，高出河床近 3

米，加上已出水部分，至少有12米

高，十分壮观。舵叶仍留在水底，保

持了沉没时的原生状态。保存如此完

整的古船在以往水下考古中十分少

见。长江口二号古船上船货数量巨

大，仅小范围清理，就出水600余件

完整和可复原的景德镇窑瓷器，仅一

件高60厘米的嫁妆瓶内就塞满了50件

青花团龙杯。瓷器种类丰富，有青

花、粉彩、单色釉、窑变釉等，为清同

治时期瓷器提供了断代和组合标尺。此

外，还出水了宜兴紫砂、“时泰”木桶

等文物。可以说，长江口二号是关于晚

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填补了清同

治时期水下考古的空白。

文汇报：从长江口二号古船陆陆续
续出水的文物来看，可以获取哪些信

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翟杨：目前出水的越南产水烟罐、
东南亚的船体木材、景德镇窑瓷器、宜

兴紫砂等文物，显示出长江口二号文物

与国内、国外更加广大时空范围都有着

技术、贸易和文化的联系。但这些文物

还只是全部文物的冰山一角，长江口二

号犹如一颗“时间胶囊”，尘封了原汁

原味的历史，需要我们运用新的理念、

新的技术开展深入的研究。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

目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实验室考古工

程。古船打捞出水后，将脱离原来的开

放环境，进入考古大棚和博物馆，在人

工控制的环境中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保

护。整个过程涉及到温湿度、空气、水

环境、生物、微生物控制、船体支撑加

固等一系列问题，历时时间长，复杂程

度高。

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打捞之前就已

经开始，取得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

以航道问题为例，长江口二号古船位

于现在的北港航道内，自然会认为这

条船是从北港航道出海，而通过对比

1876年长江口海图，北港航道当时还

没有形成。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分析古船遗址

埋藏过程和船上聚落景观，对古船建

造、航线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研究，开展

古船及文物与其生产地、制造地、运输

地、消费地社会的比较研究，力求在国

内外广泛的时空框架中，充分发掘阐释

其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

张威：长江口二号沉船保存着大
量的文物，历史学、考古学、海外交

通史、社会经济史、古代造船史等各

个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都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对长江口二号沉船进行深入

的研究，从而勾勒出一段清同光时期

的历史画卷。

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注意与沉船

相关文献的搜索研究。由于年代的关

系，过去一些沉船遗址的发掘工作基本

上找不到与沉船有关的文献资料，比如

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这次发掘的

沉船年代相对较晚，有关船货、运输路

线等方面是否有可能会保存一些文字记

载？二是沉船打捞出水后，后续的发掘

保护工作一定要迅速跟进，绝不可拖

延。要学习和吸取南海一号沉船、英国

玛丽露丝号沉船以及韩国新安沉船后期

发掘保护的经验，千万避免对船舱内的

文物造成二次损坏。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
建设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一次卓越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