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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习近平主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把握世界

大势和时代潮流，宣示新时代中国与世

界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坚定决心，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合

作开创未来注入强大正能量。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

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

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

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

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

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

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与各国

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不断为人类和平

与 发 展 事 业 贡 献 中 国 智 慧 、中 国 力

量。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

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

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世界各

国人民前途所在。面对重重挑战，中

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

加美好的未来。

开放才能发展，合作方能共赢。今

年是改革开放 45 周年。45 载砥砺奋

进，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推动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到举办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从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到深

化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扩大面向全

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新时代中

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不断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新征程上，按照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要求，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

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我们就能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

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

园。只有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

抗、包容代替排他，各方一起努力，才能

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

一时代之问，共克时艰，共创未来。面

对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上升，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旗帜，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人类共同

价值。当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我们更

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落实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增加更多稳定性

和正能量，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

境。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

界才更好。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

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大

道之行，天下为公。新征程上，新时代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

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一个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

同的中国，必将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机

遇，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为促进

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持对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特殊

保护，构建有利于未成年人上网的良好

环境。”《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

白皮书中，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内

容振奋人心。切实“护苗”，重在把对未

成年人优先保护抓在细处、督在严处、

落到实处。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

步。让每一位未成年人茁壮、健康成

长，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心愿。需要注

意的是，随着手机和电脑使用的低龄

化，未成年人进行网络游戏、网课、网络

购物等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高，

加之未成年人防骗意识薄弱，受到各类

不良信息诱导、遭受网络违法犯罪侵害

的风险日益加剧。

虚 假 充 值 、骗 买 游 戏 装 备 、诈 骗

未成年“追星族”……新型犯罪手段种

类 繁 多 ；“ 黄 暴 毒 ”信 息 侵 蚀 、以“ 高

薪”为名诱导未成年人参与诈骗……

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这

敲响了系统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

项治理工作、夯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警钟。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从 2011 年

开始，我国定期开展“护苗”行动。当

前，进一步强化“护苗”，就是要围绕网

络违法和不良信息、沉迷网络游戏、网

络不良社交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净

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就是要加强未

成年人网络安全教育，依法惩处利用

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

动，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多方位保护

合力，营造良好安全的未成年人网络

环境。

与此同时，也要积极探索未成年人

网络司法保护新路径。以惩防网络犯

罪为重点，依法精准打击“隔空猥亵”等

网络违法犯罪，加大对以未成年人为目

标的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惩治力度；依

法惩戒和精准帮教相结合，最大限度教

育挽救涉网络犯罪的未成年人。此外，

还应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支持起

诉、情况通报等多种形式，推动网络平

台、社会、政府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

网络环境。

“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这是未成年人保

护法中明确提出的要求。持续把对未

成年人优先保护、特殊保护落细落实，

才能保护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好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更好地培养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好地培养能够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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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苗！把对未成年人优先保护落到实处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整治网络暴力，共建清朗网络家园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

求，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整治各类

网络生态乱象。聚焦网络淫秽色情、虚

假信息、网络暴力、算法滥用等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开展‘净

网’‘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对传播各类

违法违规信息的网站平台，采取约谈、

责令改正、警告、暂停信息更新、罚款等

多种措施……”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

白皮书，其中关于网络暴力的治理等内

容引人关注。

寻亲男孩因网暴致死、高三学生因

誓师大会上激情澎湃的发言遭受网暴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网络暴力事件，

不断刺痛着人们的心，也对网络空间的

秩序和安全造成挑战。

网络世界里，一句恶毒的话语、一

个带节奏的帖子、一个随意剪切的视

频，经过一次次传播后，影响可能被无

限放大，给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毁灭性

打击。身处“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

社会，在享受多元表达的同时，每个人

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如何

有效治理网络暴力，成为社会治理面临

的重要挑战。

近年来，有关部门不断依法加大整

治力度。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网络

暴力专项治理行动”，通过建立完善监

测识别、实时保护、干预处置、溯源追

责 、宣 传 曝 光 等 措 施 ，进 行 全 链 条 治

理。2022 年 11 月，《关于切实加强网络

暴力治理的通知》印发，各重点网站建

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治机制，拦截清理涉

网络暴力信息 2875 万条，从严惩处施暴

者账号 2.2 万余个。

整治网络暴力，需要政府、网络平

台、网民等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有关部

门要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常抓不懈、久

久为功，对肆意施暴者坚决“亮剑”。网

站平台要切实履行网络暴力治理主体

责任，引导广大网民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广大网民要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

道德，共同抵制网络暴力行为，共建清

朗网络家园。

整治网络暴力，还需要进一步加

大建章立制力度。通过更加完善的法

律制度保护受害者，追责施暴者，震慑

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好广大网民的合

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