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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

的历史。28 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

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全面阐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在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前进方向，发出“全球南方”同世

界 各 国 人 民 共 创 美 好 未 来 的 时 代 强

音。讲话高瞻远瞩、内涵丰富，对我们

汲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智慧，

汇聚解决当今世界难题挑战的共识合

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70 年前，

面对“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

和平与安宁，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

这一重大命题，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

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70 年来，和平共处五

项 原 则 跨 越 时 空 、超 越 隔 阂 ，经 久 愈

韧、历久弥新，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

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

原则，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树立了

历史标杆，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

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正确指导，为发展

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汇聚了强

大合力，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

了历史智慧，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历史的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

跑，人类进步事业在对时代之问的回

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习近平

主席立足于国与国命运交织、休戚与

共的客观现实，顺应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着眼世界多极化和经

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为“建设一个什么

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了

新的答案，这正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和升华。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一以贯之的是对国与国关系的创

新探索，矢志不渝的是对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担当尽责，历久弥坚的是对公正合

理国际秩序的不懈追求。10 多年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

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

践，树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典范、开辟

了和平和进步的新境界、丰富了发展和

安全的新实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

稳定性和正能量，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

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光明的

前途不会自动到来。面对和平还是战

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历

史抉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需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

涵，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

目 标 不 懈 努 力 。 习 近 平 主 席 深 刻 指

出，要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倡导平等

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夯实相互尊重

的基础，共同维护好不干涉别国内政

这一“黄金法则”；要实现和平安全的

愿景，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

的安全架构；要汇聚共筑繁荣的动力，

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要秉持公

道正义的理念，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要展现开放包容的胸襟，促进各种文

明包容互鉴。一系列中国主张，体现

了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蕴含

着对当今世界重大挑战的破解之道，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遵

循和行动指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伟大

的事业，离不开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

的支持参与。环顾世界，“全球南方”

声势卓然壮大，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

超过 40％，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

足 轻 重 的 作 用 。 站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全球南方”应以更加开放包容的

姿态携手共进，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

定力量，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

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共同做

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走在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从设立“全

球南方”研究中心，到启动“全球南方”

青年领军者计划；从支持“全球南方”

农业发展，到愿同更多“全球南方”国

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习近平主席宣

布的一系列举措，展现了中方始终与

所 有 南 方 国 家 同 呼 吸 、共 命 运 ，推 动

“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坚定决心，为

“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倡导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到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

中 国 走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的 决 心 不 会 改

变，同各国友好合作的决心不会改变，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

循道而行，功成事遂。以纪念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为起点，坚守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初心，弘扬同球共

济精神，携手勇毅前行，我们定能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

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回答时代之问，携手大道同行
新华社评论员

夏日青海，绚丽多姿。6 月 26 日，第

一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青海湖）暨青

海湖高水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旅游发展

观摩会在美丽的青海湖畔召开。大会学

思践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重要指示

和在青海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

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安排部署，通过现场

观摩和座谈交流，进一步提高站位、凝聚

共识，对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提质增效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为青海生

态旅游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近年来，青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立足自身丰富

而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持续深化打造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着力构建“一芯一环多带”生态

旅游发展新格局。良好的发展态势说明

支撑我省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

件不断聚集增多，增强了生态旅游发展

的信心和底气。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

记为青海指明的发展路径符合青海实

际、反映人民意愿、适应发展要求，为青

海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以

“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的工作

作风，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

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在新时代新征

程向党中央和各族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

意答卷。

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我

们首先要坚持生态为纲。对于青海来

说，在生态环保这件事上不容出错，正确

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前提条件是必

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不破坏生态环境，

是我们发展生态旅游的底线红线和刚性

约束，“不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是我

们发展生态旅游的基本要求。要牢固树

立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把

生态价值贯穿旅游产业全过程各领域，

以生态旅游观念变革、结构变革、行业变

革，促进生态旅游产品更新、业态革新、

产业振兴，以生态塑造旅游品质，以旅游

彰显生态价值。

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我

们要牵住规划先行的“牛鼻子”，以生态

保护为目标，以空间规划为主体，以专业

规划为支撑，以规划执行为落脚，处理好

稳和进、立和破、近和远的关系，避免政

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多做打基

础、利长远的事，才能让生态旅游发展行

稳致远。我们要认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

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做到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与保护生态并重，夯实旅游

服务能力的基本保障。我们要坚持双赢

多赢，不仅要实现生态和旅游双赢，还要

通过政府引导，推动企业发力、游客参

与、百姓受益，实现各方多赢。我们要坚

持规范管理，以保护自然生态的“硬约

束”、提升服务质量的“软实力”、多部门

联动的“组合拳”、创新旅游产品的“行

动力”，确保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我们

要坚持富民为本，通过生态旅游业发展

“富口袋、富脑袋、富精神”，守好“美丽

生态”、激活“美丽经济”，推动经济效

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让因绿而兴的故事不断书写，青海

要不断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

统一，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

发展优势，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发展之路，以“山宗水源 大美青海”为

加快建设旅游强国作贡献。

守好“美丽生态”激活“美丽经济”
青海日报评论员

2021 年 2 月，教育部曾发布通

知，要求转变简单以高考成绩评价

学生、以录取分数线评价高校的做

法，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

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等概念。

但 教 育 部 禁 令 似 乎 禁 而 难

绝。一些中学变相发布高考升学率

信息，炫耀高考业绩。一些媒体热

衷参与炒作高分考生。6 月 27 日，

笔者在各网络热搜榜，看到了众多

热炒的高分话题。如，“全班 49 人

48 个高考过 600 分”“女孩考 726 分

轰动全小区邻居放烟花”“女儿高考

688 分 妈妈豪横奖励 18 万”“神仙同

桌一个 696 分一个 703 分”“浙江高

考600分近5.4万人”等等。

考生能考出高分，浸透了考生

努力以及学校和家庭精心培育的心

血，值得肯定和祝福。但热衷炒作

高分，容易制造高分焦虑，助长不

良导向。

高分考生毕竟是少数。像浙

江今年 600 分以上考生尽管有 5.4

万人，但相比 39.6 万的考生群体，只

占了 13%；湖南今年考生 72.7 万人，

600 分以上者只有 16000 多人，占比

2.2%，更是凤毛麟角。

炒作高分考生，无疑会对高考

不理想的考生带来压力。因为这在

传达一种错误的导向，就是将高分

等同于未来的成功和幸福。给人的

感觉是，考生考不到高分意味着失

败，甚至可能被打上不努力、不勤

奋、不聪明等负面标签。

炒作高分考生，还可能会将焦

虑传递到义务教育阶段。一些学校

炒 作 自 己 高 分 考 生 率 、名 校 上 线

率，让人觉得中考考不上好高中，

高考可能难以考上好大学。所以，

不少孩子在初中阶段，就承受了过

重 的 学 习 负 担 和 压

力，与国家减轻课业

负担的政策要求背道

而驰。

谁都知道，对可

塑性很强的中学生而

言，高考分数的高低

不是决定其人生成功

的砝码。摆在考生面

前的成功道路有无数

条。虽然能以高分被

名校录取固然可喜，

但这并不值得过分炫

耀。高考分数不高，

填报志愿一样有很大

的挑选余地。即便录

到高职院校，学到赖

以谋生的技能，同样

可以成功。不少参与

国之重器研制的大国

工匠都毕业于技校或

高职院校。比如毕业

于技校的航天科工某厂特级技师叶

辉，他手搓的钽片，精度达到 5 纳米

级别，只有特殊仪器才能检测；毕

业于江麓技工学校的某兵器企业的

高级铣工唐银波，让坦克核心部位

的加工精度达到了 0.01 毫米。这些

学历与毕业学校都不起眼的大国工

匠们，如今都自信地与名校毕业生

们同台竞技，展现出耀眼的风采。

因此，在报道高考时，应避免

过度渲染高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社会焦虑。对于家长和学生而言，

也应理性看待各种高分新闻，避免

被片面的信息所误导。同时，我们

更要鼓励孩子们发展多元能力，争

取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跑出人生精

彩的加速度。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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