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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在日本举行的中日媒体

智库人文对话交流会上，由新华社国家

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以文明交流互

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智库报告面

向全球发布。报告全面深入解读、阐释

了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实践

和重要意义，为凝聚全球力量、实现全

人类整体利益提供方向指引。

文明交流互鉴为文明交往开辟更

多新空间。面对文明之间的价值观冲

突、文化多样性被湮灭的风险以及逆

全球化思潮的甚嚣尘上，中国鲜明提

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

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

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

作。中国不断深化双边和多边交流合

作，搭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交流平

台，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

通新局面，深刻回应“不同文明如何相

处、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

文明交流互鉴为全球治理注入更

多新活力。面对全球治理失序、传统风

险与非传统风险日益加剧，中国倡导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不仅

自身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还在世界

范围内为促和止战奔走，努力为文明和

平共存、包容交流创造条件。中国致力

于打破地缘政治小圈子，超越冲突对抗

小集团，做世界团结的“推进器”、国际

和平的“压舱石”，携手各国为动荡变化

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

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

文明交流互鉴为实现全人类整体

利益作出更多新贡献。面对全球经济

动能减弱、发展失衡、风险挑战丛生，

中国秉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

好，世界会更好”的理念，通过持续不

断地与世界分享发展红利，贡献强劲

发 展 动 能 ，筑 牢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根 基 。

中国主张各国携手共进，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使这颗蓝色星球上的

人们更加紧密地聚合为一个多元文明

共同体，让世界人民共享文明之光，共

创繁荣未来。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

鉴，因互鉴而发展。面对全球共同的

难题，各国必须携起手来，深化国际交

流合作、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起推进人类文

明进步事业的磅礴力量，引领世界人

民走上持久和平、稳定、繁荣的文明发

展新道路。

近日，深圳、苏州等多

地政府部门和企业宣布部

署 应 用 DeepSeek，以 开 放

姿态拥抱人工智能全栈技

术 和 产 品 体 系 创 新 ，赋 能

千 行 百 业 。 这 种 跨 地 域 、

跨 领 域 的 协 同 进 化 ，正 在

打破传统产业链的线性结

构，编织出更加立体、灵动

的创新网络。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

崛起，不是孤岛上的“独角

戏”，而是“你方唱罢我登

场”、薪火相传的接力跑。

每一步跨越，都是前一步的

前行；每一次突破，都是“集

齐最硬鳞甲”、根植于深厚

技术积淀的耀眼攀升。

从 DeepSeek 的部署轨

迹 可 以 看 到 ，中 国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已 形 成“ 基 础 设 施

共建－技术要素融合－创

新 生 态 共 享 ”的 递 进 式 路

径。当京津冀的算法突破

能即时转化为长三角的制

造 精 度 ，当 西 部 的 算 力 资

源可无障碍支持东部的数

据 处 理 ，城 市 群 的 差 异 化

优 势 ，正 在 拼 接 出 中 国 人

工 智 能 协 同 发 展 、接 续 奋

进的完整图景。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路径证

明，要构建持续创新的永动机，就要打造

开放的技术标准、共享的数据资源、协作

的研发机制，为千百万创业主体在良好

的生态系统中开拓更充足的发展空间。

当前，“算法＋硬件＋数据”的创新

范式组合，正在书写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

独特叙事。从华北的煤矿到西南的电厂，

从吉林大学明察秋毫的“教师助手”，到浙

江智能医院里精准专业的“医生搭档”，再

到上海街头眼观六路的自动驾驶网约车

“老司机”，在一系列细化推进举措的助力

下，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

“人工智能＋”正在向纵深发展。高度重

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

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站 在 技 术 革 命 的 潮 头 回 望 ，

DeepSeek 的突破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

点。它提醒我们：当每个创新主体都甘做

后来者的阶石，当每次突破都能转化为产

业公用的基础能力，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必

将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超越之路。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实现全人类整体利益
新华社记者 窦书棋 秦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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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求是》杂志发表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指出各级领导干部

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

红色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严格

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天下之

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风连着党风

政风，关乎国风国运。党员干部应争

当家风建设的“领头人”，重视家风、

建设家风、传承家风，以好家风涵养

好作风。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

安。对党员干部而言，家风不仅是家

事 、私 事 ，也 是 工 作 作 风 的 重 要 体

现。重视家风建设，有助于从家庭根

源上，筑牢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

线，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领导干部带头重

视家风建设，有利于促进以家风带动

党风政风社风，形成崇德向善的社会

风尚。公民道德建设与家风建设息

息相关。只有重视家风，才能培养对

党忠诚、能担重任、初心为民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员干部应

高度重视家风建设，切实从自身做

起，从家庭做起，正好家风、管好家

人、办好家事。

家风问题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

党性和纪律问题。新时代家风建设

不仅应注重个人品德的培育，还要以

廉持家、以德治国。要厚植家风建设

之“根”，先修其身，做严于律己、勤政

为民的表率，加强道德修养，严守纪

律底线，时刻将自己置于纪律、规矩

的约束之下。健硕家风建设之“干”，

以廉持家，用严格的家规家训规治育

人，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培

育家风建设之“花”，以德治国，引导

社会风气向上向好，激励每个家庭建

功新时代、砥砺新征程。结好家风建

设之“果”，融入大我，服务国家民族

发展，实现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同频

共振。

家风传承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

要长期的熏陶与积淀。党员干部作

为“关键少数”，理应在家风传承上当

好表率，扛牢弘扬传承良好家风的时

代担当。需在继承和发扬上做文章，

多听长辈教诲，多交良师益友，多读

有益之书。把理论武装作为必修课，

在学懂弄通做实中坚定理想信念；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家风文化，

为家风建设提供滋养；要弘扬红色家

风，学习革命前辈勤俭节约、艰苦奋

斗的生活作风，带头廉洁齐家；要做

家庭教育的榜样，严格要求亲属子

女 ，帮 助 孩 子 扣 好 人 生“ 第 一 粒 扣

子”，让良好家风代代相传。

来源：青海日报

当好家风建设的“领头人”
张丽君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治本之策。然而当前腐败存量尚

未清除，增量持续发生，究其根本，

是一些人在纪律底线上失守，漠视

党 纪 法 规 ，最 终 沦 陷 。 让 党 员 、干

部 从 心 底 敬 畏 纪 律 、遵 守 纪 律 ，勇

于同违纪现象作斗争，不妨回答好

三个问题。

为什么要持之以恒强调纪律建

设 ？ 我 们 党 在 伟 大 革 命 、改 革 、建

设 实 践 中 证 明 ，什 么 时 候 纪 律 严

明 ，党 的 队 伍 就 朝 气 蓬 勃 ，党 的 事

业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什么

时 候 纪 律 松 弛 ，则 弊 病 丛 生 、人 心

涣散，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

大 削 弱 。“ 破 法 ”必 先“ 破 纪 ”，“ 破

纪”必先“淡漠”。习近平总书记列

举 的“ 七 个 有 之 ”“ 五 个 比 如 ”等 问

题 正 说 明 了 谁 不 把 纪 律 规 矩 当 回

事 ，谁 就 有 可 能 成 为 违 纪 者 ，成 为

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党的十八

大 以 来 ，我 们 党 坚 持 从 严 治 党 、从

严 执 纪 ，干 事 创 业 越 到 关 键 处 ，越

要严明纪律。必须抓早抓小，从源

头上阻断不正之风和腐败滋生的通

道 ，方 能 为 党 员 干 部 修 身 做 人 、为

官用权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

治生态。

党的纪律之于干事创业有何意

义 ？ 现 实 工 作 中 ，个 别 党 员 、干 部

认为纪律规矩是条框枷锁，捆住手

脚 、束 缚 自 由 ，担 心“ 洗 碗 越 多 ，摔

碗 越 多 ”，把 纪 律 规 矩 的 约 束 当 作

不干事的“挡箭牌”，这是对党的纪

律的误读，必须予以坚决纠正。纪

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干事

创业的“鼓槌”，遵规守纪和放手干

事 从 不 是“ 单 选 题 ”，也 不 是“ 不 愿

谋 事 、不 想 干 事 、不 敢 管 事 ”的 理

由。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明确了以纪律规矩检验和

校正干事创业偏差，切实严格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对无过错行为不

追究党纪责任的基本规则，旗帜鲜

明为担当实干者撑腰鼓劲，鼓励党

员 、干 部 自 觉 在 遵 规 守 纪 前 提 下 ，

放手干事、积极作为。

怎样才是真正遵守党的纪律？

抗美援朝老兵郑时文创作的《一个

苹果的故事》，映照出一个政党、一

支队伍严明的纪律与扎实的作风。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无论职务高低，

无论资历深浅，无论功劳大小，党内

不 准 有 不 遵 守 纪 律 的“ 特 殊 人 物 ”

“特殊组织”。然而当前，一些人不

能像革命先辈那样做到无条件遵守

党的纪律规矩，而是将其当成随意

拉扯的“橡皮筋”，甚至同组织讨价

还价，以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想方

设 法 推 托 ，在 执 行 上 打 折 扣 、搞 变

通 。 必 须 真 心 地 遵 守 和 具 体 地 遵

守，心口一致，言行一致，着重与一

切破坏党纪的言行作斗争，无条件

地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不打折扣、不

搞变通，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

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问

答 之 间 ，其 义 自 见 。 党 员 、干 部 唯

有守纪律、讲规矩，自觉百炼成钢、

勇于担当，才能不断创造经得起历

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来源：青海日报

纪律“三问”
刘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