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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聚 正 能 量 ，共 绘“ 同 心 圆 ”。

2023 年 12 月 25 日，由中央网信办主办

的 2023 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

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聚焦“凝聚强国

力量 共铸复兴伟业”主题，征集遴选一

年来涌现出的精品网络正能量文字、

图片、音视频、专题专栏和主题活动，

通过初选、网络投票、终选等环节，最

终选出五大类、550 个网络精品。

为顺应全媒体时代网络内容生产

创作主体日益多元的趋势，今年专门

设置媒体组和融合组两个赛道。其

中，媒体组重在展示“主力军”挺进主

战场的丰硕成果，融合组重在发掘各

类机构、商业网站平台、网民等多元主

体在网络内容建设上的亮点成效。

随着网络技术高速发展、智能手

机等设备高度普及，用镜头画面和文

字记录所见所闻、直播身边场景、表达

意见观点，不再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

情。融媒体时代，媒体与社交平台共

同形成了一个互动交融的生态圈，内

容 生 产 、传 播 渠 道 都 得 到 进 一 步 拓

展。可以说，从政府机构到企事业单

位，从商业网站平台到普通网民用户，

网络内容生产呈现出多

元参与的态势，特别是短

视频等作品数量实现了

井喷式增长。

翻 阅 浏 览 各 个 互 联

网平台，海量的网络传播

内 容 当 中 ，不 乏 内 容 鲜

活、表达新颖、暖心励志

的正能量精品。许多作

品一经发布就受到了关

注热议、高评高赞，并在

群圈分享中形成热门话

题，为缤纷万象的互联网

空间持续注入股股清流、

传递阵阵暖意，起到了很

好的引领作用。

回顾即将过去的 2023 年，我们经

历了许多难忘的瞬间，收获无数内心

感动。在网络空间里，印刻着许多闪

闪发光的记忆点。在踔厉奋发的新时

代，每个人既是国家发展、社会变革的

见证人、参与者，也是网络正能量的传

播者、创作者。无论是面临灾害危难

时的挺身而出，还是凡人善举的守望

相助，无论是见证国家大事的欣喜自

豪，还是体味家庭温暖的微小确幸，每

一件往事都值得细细回味，每一份感

受都值得分享点赞。

点点星光，汇聚成炬。随着 2023

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正

式开启，一大批正能量内容将在指尖屏

上集中展示、亮眼呈现。一件件记忆犹

新的“中国网事”，将激励更多奋斗者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昂扬奋进，把中国故事

书写得更加精彩。 来源：人民网

年终岁尾，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尤

其是来自海外多重重压，持续回稳向

好，这一成绩实属不易。这得益于电

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为代

表的“新三样”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增

长，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是中国不断涌现的发展新动能

所造就的新优势。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排名第 12

位，其中 6 个指标排名世界第一；中国

拥有 24 个全球顶级科技集群，在全球

顶级科技集群排名中首次跃居世界第

一……多项数据都表明，迈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的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正在

持续提升。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正从过去依

赖资源和传统产业的增长模式，向更

加创新、智能、可持续和服务导向的模

式过渡。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

关键期，部分国家热衷于搞“脱钩断

链”、筑“小院高墙”，使世界经济和贸

易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新形

势下中国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前 不 久 举 行 的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

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

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

产力，凸显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动力。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大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大力夯实创新基础，大力促进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大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以增量创新代替

存量博弈，驱动中国经济向上向好的

同时，为世界经济开辟新空间，注入

新动力。

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不断转化，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以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绿

色环保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中国发展迅速，云计算、大数据、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

深度融合，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等“三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2022 年，“三新”经

济增加值超 21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比重为 17.36％，比 2015 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锂电池、光伏、新能源汽

车等“新三样”出口比重大幅上升，高

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产品

成为出口新增长点。智库机构布鲁塞

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发现，在与

大多数经济体的贸易中，中国的出口

国内附加值显著增长，表明中国已经

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不少科研成

果已进入商业转化阶段。

中国科技创新催生众多新业态，

开辟出增量发展新空间。在数字经济

领域，中国在数字支付、电子商务、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有力推

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美国麦肯锡咨

询公司报告认为，作为应用数字技术

的先行者，中国正在改写全球数字化

格局，并为远在海外的创业公司提供

支持和启迪，极有可能对全球经济产

生重大影响。在绿色经济领域，中国

在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和新能源汽

车等领域的创新极大推动了全球能源

结构的绿色转型。比亚迪近日宣布将

在匈牙利赛格德市建设新能源汽车整

车生产基地，预计为当地创造数千个

就业岗位。肯尼亚智库非洲政策研究

所高级分析师刘易斯·恩迪舒认为，中

国借助技术和规模优势，探索出一条

高效、清洁的发展路径，在全球能源系

统转型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树立了

全球标杆。

中国对外共享科技创新资源，为

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新机遇。中国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

系，签订了 116 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

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成 20 多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 70 多个海外产

业园，建立 10 个海外科教合作中心，建

设 9 个跨国技术转移中心。作为中国

共享科技成果的典型案例，雅万高铁

的开通运营，标志着中国高铁全系统、

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中国技

术、中国标准惠及印尼民众。与此同

时，越来越多外资外企看好中国创新

资 源 和 环 境 ，纷 纷 加 大 在 华 研 发 投

入。2023 年，德国西门子新增固定资

产投资 11 亿元人民币，在成都建设西

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中国智造基地；

大众汽车集团在合肥建设德国总部以

外最大的研发中心，聚焦智能网联汽

车的研发。

作为创新大国，中国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不

断增强。作为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

业变革的关键力量，中国在全球创新

版图中留下了鲜明印记，为全球经济

增长培育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在国际

格局变乱交织的当下，中国是持续推

动世界经济前行的关键力量，为世界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创新驱动 增益世界
——读懂中国经济的“大逻辑”之三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近 日 ，美 国《华

尔 街 日 报》报 道 称 ，

中国政府采用有效反

监控手段，导致美国

相关部门对中国的监

控和窃密举步维艰。

美方居然毫不避讳地

谈论此事，甚至声言

要加大投入，不断提

升监控能力。这则报

道 释 放 的 信 息 量 不

小：美国监控他国是家

常便饭；美国为窃取情

报投入巨大且“百 折

不 挠 ”；美 国 监 控 他

国并非都能如愿，遭

遇失利的情形越来越

频繁。

美 国 是“ 世 界 最

大监控帝国”的事实

尽人皆知。这次《华

尔街日报》报道提到

的被监控国有中国和俄罗斯，之前曝

出的监控对象还包括德国前总理默

克尔、法国多任总统等美国盟国领导

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从臆

想中的竞争对手到自己的盟友，美国

在监视监听方面可谓一视同仁。“棱

镜”“怒角”“星风”，与一系列“电幕

行动”、“蜂巢”平台、“量子”攻击系

统等情报计划，共同构筑起美国的全

球监控网络。

中国是美国重点监控的对象，

这并不令人意外。《华尔街日报》的

报道中提到，随着中国高新技术的发

展，美国对中国的窃密、监控正遭遇

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近年来美方将中国一些高科技企

业 视 为“ 眼 中 钉 ”，极 尽 打 压 之 能

事。近年来，美国制裁了一批以海康

威视为代表的中国设备生产企业，编

造的理由是这些企业“协助侵犯新疆

人权”，然而这套鬼话骗不了任何

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华尔

街日报》所揭示的，中国企业的技术

进步严重阻碍了美国到处搞监控。

一直以来，美方凭借技术优势

监控整个世界，如今至少在中国遭遇

了“滑铁卢”。《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中 国 多 年 前 捣 毁 了 美 在 华 间 谍 网

络，该网络至今未能重建，和十年前

相比，美国在华开展间谍行动的难

度更大了。这次美国是真急了，以

至于动手改革其间谍系统，削减在反

恐和中东等方面的开支，以便为“经

过 扩 大 ”的 中 国 渗 透 项 目 提 供 经

费。世界苦美久矣，美国在监控监

听全球的“事业”中遭遇挫折，也是

大快人心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坚定维护自己的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且维护自

身利益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完善强

大。美方对他国的监控行为令人不

齿。可以预期，任美方如何加大对监

控中国的投入，中国只会更加坚定地

反制霸凌、保护自身的权益。作为众

多反制美方恶劣行径的措施之一，就

在本月 26 日，中国宣布制裁长期搜

集涉疆敏感信息、为美方涉疆非法制

裁提供所谓“依据”的美国情报数据

公司卡隆及 2 名相关人员。

正所谓失道寡助，监控全球，霸

凌他国，不会给美国带来称霸世界的

安全感，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国家更频

繁、更强烈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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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参与，持续激荡网络正能量
寸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