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

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

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

同的进步。

昨天举行的世界中国学大会 ·

上海论坛上，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

会场内外专家学者感到振奋和鼓

舞。“贺信为新时代开展世界中国学

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凝聚了共识、

鼓舞了人心。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关注世界。”

讨论中，各方也渐成共识：当

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以文明

之镜自鉴互鉴，极具现实意义。要

把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道理讲深讲

透，并依托世界中国学大会这一重

要平台，团结和凝聚中国学研究力

量，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关注历史立足当下，
以大局观丰富中国学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

当代中国之学。我们既需要更多地

结合中国的过去来读懂当代中国，

也需要将其置于全球大背景下来不

断丰富发展世界中国学。

其中有研究对象的扩围，也有

研究范式的转化。上海社会科学院

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表示，贺信言

简义丰，高屋建瓴，深刻阐述了世界

中国学的概念内涵、发展路径和重

要意义，并对全球世界中国学研究

专家寄予厚望。贺信为新时代开展

世界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

上海社会科学院将以贺信精神为指

导，大力推进世界中国学学科建设

和智库建设，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

容，与世界各国中国学家一道，用中

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

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为繁荣世界文

明百花园注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思

想和文化力量。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

院院长张维为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此次大会主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华

文明与中国道路”，正是将中华文明

和中国道路放在一起，在一个更丰

富宏阔的视野下，让大家聚焦研究

世界中国学，这很有意义。中华文

明、中国道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

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

中华文明的了解，了解其连续性、统

一性以及独特魅力。世界中国学正

是引导全球对于中国的研究，看能

否更多聚焦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

化。他认为，要特别强调在交流互

动中逐渐形成共识。结合近期与青

年汉学家的交流互动，他鼓励来自

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们到中国走走

看看，就能对情况了然于胸。

鉴古知今，学史明鉴。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

峰表示，如今世界中国学成为“中外互鉴之学”，承载着百余年

波澜壮阔的伟大建党精神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立

足当下，回望历史，他表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不

仅是中国共产党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的真实写照，亦是对

世界中国学的生动注脚。中共一大纪念馆将持续守正创新，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讲好建党故事。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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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陈
炜伟 严赋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1月24日发布《坚

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

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研究提出

未来十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愿

景思路和务实行动举措。

这份报告约1.3万字，除前言外共5

个部分，分别是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

的成就与启示、未来十年共建“一带一

路”总体构想、未来十年发展的重点领

域和方向、未来十年发展的路径和举

措，以及展望。

报告提出，中国倡议各方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中，注重做好“五个统筹”，

即统筹继承和创新、统筹政府和市场、统

筹双边和多边、统筹规模和效益以及统筹

发展和安全。报告还提出，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坚持开放、绿色、廉洁，坚持高

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等原则理念。

在发展目标方面，报告提出，力争

未来十年左右时间，各方朝着平等合

作、互利互惠的目标相向而行，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 ▼ 下转第三版

提出五大目标，推动共建“空中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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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11月24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

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

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

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

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

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

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

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

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

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大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

与中国道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海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当日在上海开幕。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

习近平函贺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2023两岸企

业家峰会10周年年会的贺信和致世界中国

学大会 · 上海论坛的贺信精神，听取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汇

报，审议通过 《上海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2023-2027年》。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

精神为指引，增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责任

感使命感，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认真

落实中央各项惠台政策措施，为促进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多作贡献。要发挥上

海优势，搭建合作平台，优化营商环境，扩

大各层面人员往来，更好深化沪台经济交流

与合作，更好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贺信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结

合”的精髓要义，把中华文明传承弘扬好，

把文明交流互鉴推动落实好，把世界中国学

繁荣发展好，持续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提升国际叙事能力，深化世界中国学研究，

全面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全力建

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

会议指出，在中央统筹部署下，全市上

下共同努力抓好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各项工

作，高质量办出了一届成功精彩的进博会。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进博

会平台功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等重要论

述，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放大溢出效

应，持续完善进博机制。要进一步深化制度

型开放，积极培育开放新业态，加大引资、

引智、引技力度，深化交易服务平台建设，

做好国际化策展、专业化办展、市场化运

作、精细化服务，推动进博会越办越好。

会议指出，要突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题主线，坚

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锻造堪当

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干部队伍。要不断提高干

部的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增强

干部教育培训规范性、系统性、严肃性，围

绕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履职能力培训。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陈吉宁主持 会议还听取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汇报，通过上海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

传承弘扬好中华文明 推动落实好文明交流互鉴

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陈龙摄

陈吉宁主持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议 李锦斌任正晓到会指导 吴清出席

把“实”的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在理论学习上下实功、在调查研究上出实招、在检视整改上求实效、在推动发展上创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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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

■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全
球治理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学
从“中国之学”发展成为“文明互鉴
之学”，其世界意义愈发凸显。多年
前，“谭中之问”在中国学学界所引
发的“让中国学回归中国”的迫切夙
愿，也成为正在上演的现实

■因致力于中国学研究、推动中
国与世界的交流、增进世界对中国
的理解，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与
韩国历史学家白永瑞、新加坡外交
官和学者马凯硕一起，荣获    中
国学贡献奖

 刊第五至八版

本报讯 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11

月24日在上海举办，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

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

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刻

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对各

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的殷切

期望，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中国

学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中外嘉宾表示，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交

融日益加深，应把中华文明放到全球视域中

考察，把中国式现代化放到人类社会发展进

程中探讨，从尊重文明多样性、应对全球挑

战、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以中国

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为不同文明的传承、发

展、创新提供新思路新启迪，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

陈吉宁在致辞时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深厚底蕴，突出强调了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

鉴的重大意义，鲜明提出了世界中国学研究

肩负的时代使命，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全

面抓好落实。上海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

缩影，透过上海这个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

口，可以看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实景、

人民城市建设的鲜活场景、文明交流互鉴的

美好图景。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水平改革开

放，加快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人民

的城市，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

文化交融，努力让历史传承与时代潮流融合

共生、国际风范与东方神韵相得益彰。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孙业礼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高翔宣布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正式成

立。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宣读2023中

国学贡献奖获奖者名单并致颁奖辞。

本次大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海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社科

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协办，上海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上海社科院承办。大会设

有4个平行分论坛，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余名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代表与会。

李书磊宣读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陈吉宁致辞 孙业礼主持开幕式 高翔宣布
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成立 龚正宣读    中国学贡献奖获奖者名单

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在沪举办，聚焦“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

■ 上海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缩影，透过上海
这个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可以看到中国高质
量发展的奋斗实景、人民城市建设的鲜活场景、文明
交流互鉴的美好图景。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水平改革

开放，加快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城
市，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文化交融，努
力让历史传承与时代潮流融合共生、国际风范与东
方神韵相得益彰

让历史传承与时代潮流融合共生、国际风范与东方神韵相得益彰

全国第三批“枫桥式
公安派出所”名单公布

国产支线客机     
载客破千万人次

“四全”服务护航本土
跨国公司“走出去”

上海虹口凉城新村派出所、黄浦
新天地治安派出所、普陀曹杨新村派
出所榜上有名

累计开通国内外航线   余
条，通航城市   余座，每周运营航
班量近    班

静安区推动“国际静安”成为全
球资源集聚配置核心承载区、国际
一流高能级专业服务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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