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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新办就 2025 年中国网络

文明大会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本届大会以“汇聚网络正能

量 引领时代新风尚”为主题，将于 6

月 10 日至 11 日举办。

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

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

领域。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网络文

明建设，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加

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深化网络生态

治理，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主

旋律更加高昂，全社会共建共享网上

美好精神家园的氛围日渐浓厚。

当前，我国网民规模超 11 亿人，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

空间。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亿

万网民在网络空间记录生活、展示技

艺、分享经验，海量的信息内容、丰富

的文化生态，在满足不同年龄段网民

多元多样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深

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道德素

养、心理认知和行为规范。

但同时，社会上思想活跃、观念碰

撞，新技术应用也带来一些新问题新

挑战。要发挥科技的力量助力文明建

设，也要以文明的力量引导科技向善，

培育形成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

新风尚，让文明新风浸润网络家园。

培育文明新风，加强网络文明建

设，一个重要抓手是促进优质网络文

化产品生产传播。

近年来，“何以中国”“网络中国

节”等主题活动，“中国人的故事”“中

国好网民”等网络互动引导活动，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赋能制作

传播……一系列品牌活动突出地域特

色、网络表达、全媒传播，一批优秀作

品有内容、有温度、有力量，将网络空

间里不断涌动的大流量，转化为温润

心灵、滋养人心的正能量，推动网络

文明蔚然成风。

网络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

统工程，需要全社会一起携手努力，

久久为功。我们要积极应对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新形势，培育健康向上的网

络文化，推动文明传承发展，把网络

空间打造成为有价值认同、有人文关

怀、有情感归属的美好精神家园。

让文明新风浸润网络家园
新华网记者 马若虎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将于 13 日在北

京举行。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同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设立

中拉论坛。次年 1 月，中拉论坛首届部

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举行，标志着中拉

论坛正式启动。十年来，中拉论坛蓬勃

发展，机制日臻完善，已成为增进中拉

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

心相通的重要平台。面对深刻演变的

国际形势，中拉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共

同发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时代强音，

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推动中拉命运

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发展。

携手并肩，中拉政治互信不断深

化。近年来，中拉高层保持密切互动

和战略沟通，中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

变幻考验，已经进入平等、互利、创新、

开 放 、惠 民 的 新 阶 段 。 近 年 来 ，巴 拿

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

都拉斯等国相继同中国建立或恢复外

交关系。中国同地区国家关系实现提

质升级，中国同巴西关系定位提升为

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

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同委内瑞拉关系

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同乌拉

圭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

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也日益得到

更多拉美国家认可。

互利共赢，中拉经贸合作持续拓

展。十年来，中拉经贸合作收获喜人成

果：中拉货物贸易额不断攀升，中国稳

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截至 2023

年年底，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存量达

6008 亿美元，拉美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第

二大目的地；共建“一带一路”在拉美的

“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已与超过 20

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谅解备忘录，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

稳步推进，合作潜力不断释放。截至去

年 11 月，中国在拉美已有 5 个自贸伙

伴，同洪都拉斯签署了自贸协定早期收

获安排，同秘鲁实质性完成自贸协定升

级谈判。随着自贸红利不断释放，中拉

经贸合作展现出更加广阔前景。中国

已连续 7 年成为智利车厘子的最大出

口国，超过 90％的智利车厘子销往中

国；在厄瓜多尔，每销售 100 辆汽车，就

有 37 辆来自中国。

向新而行，中拉合作提质彰显成

效。在中拉论坛框架下，中拉科技创新

论坛、中拉数字技术合作论坛、中拉航

天合作论坛等活动成功举行。中拉经

贸合作从传统领域向新能源、数字技

术、跨境电商等领域不断拓展，不断释

放出新活力。与此同时，中拉共建“一

带一路”迈上高水平合作新台阶。在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建“一带一路”旗舰

项目凤凰工业园成为拉美首个 5G 网络

全覆盖的环保轻工业园，推动当地产业

升级；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和麦德林等

大城市街头，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电动

出租车成为城市绿色交通的新风景线；

中国的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广泛赋能拉美金融、教育、文化娱乐等

行业，助力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

开放包容，中拉发展成果惠及人

民。中国向拉共体成员国提供奖学金

名额和培训名额，在当地实施“小而美”

民生合作项目，在 20 多个拉美国家设

立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鲁班工坊、中

文工坊等加强了中拉在职业教育领域

的合作。“中拉文化交流年”、“未来之

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培训交流营等人文

交流活动持续开展，促进中拉文明互

鉴、民心相通。近日墨西哥城地铁新 1

号线举行部分通车仪式，中国企业助力

全面升级系统设备，改善市民通勤体

验，成为中拉合作惠及民众的缩影。

共迎挑战，中拉发出全球南方时代

强音。当前，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

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不

确定、不稳定、不可预测性因素明显增

多，作为真正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中拉

在全球性议题上保持良好沟通协作。

去年 5 月，中国和巴西共同发表关于政

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得到

广泛支持和响应。今年 1 月，玻利维

亚、古巴等国成为金砖伙伴国，全球南

方国家携手合作正日益成为新的时代

潮流。近期，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和霸凌行径，中国果断采取有力反制

措施，正义之举赢得包括拉美国家在

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支持。拉共

体第九届峰会通过《特古西加尔巴宣

言》，呼 吁 通 过 团 结 合 作 实 现 共同发

展，反映了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的集体呼声。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的中拉关系

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作为汇聚中

拉各方友好力量的重要平台，中拉论坛

将进一步促进中拉合作走深走实，为动

荡的世界持续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推

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为中

拉关系开启下一个美好十年。

中拉携手同行 共绘下一个美好十年
新华社记者 赵凯 孟宜霏

早上叫醒你的不是闹
钟，可能是睡眠健康管理
师 ；旅 行 拍 照 告 别“ 剪 刀
手”，旅拍定制师帮你打造
专属记忆……

近日，人社部宣布拟
新 增 跨 境 电 商 运 营 管 理
师、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
等 17 个新职业，以及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员、
睡 眠 健 康 管 理 师 等 42 个
新工种。这些新职业、新
工 种 既 是 产 业 变 革 的 缩
影，也是对社会高质量发
展需求的生动回应。

近年来，宠物临终关
怀师、陪诊师等岗位的兴
起，呼应了老龄化社会与情
感消费的需求；旅拍定制
师、保鲜花制作工则满足
了个性化服务的浪潮……
这些职业不仅是“谋生手
段”，更承载着社会温度与
个体价值的实现。

而无人机群飞行规划
员、AI 大模型测试员等当下火热的新职
业，则见证着新技术落地应用的进程。
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无人机行业人才
缺口高达百万。这些“科技含量”十足
的岗位，打开了就业市场的新空间。

自 2019 年以来，已经有 93 个新职
业获得人社部颁发的“身份证”。从无
人机编程到 AI 测试员，从电商运营到
银发经济顾问，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
用、消费新需求、市场新变化，展现了社
会的活力与蓬勃生机。

新职业持续涌现，开启了时代创
造的无限可能。面对职业选择，不少
年轻人主动拥抱变化，抓住新赛道。无
论是手握代码的 AI 工程师，还是传递温
情的服务犬驯养师，相信每个人都能在
时代浪潮中，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独特
坐标。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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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

题是“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

来”。近年来，博物馆正在积极适应

变化，用可亲可近的吸引力替代“高

冷范儿”，以新面貌、新气象让逛展融

入百姓日常。

前不久的“五一”假期里，全国博

物馆接待观众超 6000 万人次，创历史

新高。一些大型博物馆门口经常排起

长队，不少游客在旅游的行程中重点

安排博物馆，甚至有人“为了一个馆

奔赴一座城”。

博物馆的吸引力，源于以更多维

的方式挖掘展品丰富的文化信息。博

物馆不再是“冰冷的历史祭坛”，而是以

符合普通人的认知、年轻人的喜好来讲

述文物故事，让展览拥有新的活力。民

俗展让人们穿越历史回顾古人生活、紫

禁城与凡尔赛宫的联动反映 17、18 世

纪的中法交往、敦煌主题特展将千年大

漠传奇搬到现代都市人面前……各类

鲜活的策展，使博物馆进入寻常生活。

不断创新的博物馆文创频频出

圈，让观众“把文物带回家”。博物馆

不仅是展示历史的平台和城市文旅流

量的入口，也成为文化创意的源泉。

近年来，博物馆开发的凤冠、藻井冰

箱贴等出圈、破壁，将服章之美和古

建精致融入日常。琳琅满目的文创产

品反映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也彰显了文化消费

市场的活力和潜力。

此外，众多博物馆不断丰富传播

方式，利用科技手段吸引更多观众。

云逛展、直播讲解让人们避开摩肩接

踵、一票难求的困境，足不出户就能对

展览有所了解，实现与文明的邂逅。

博物馆记录过去，更映照未来，

通过展览和活动阐释历史文化、呈现

社会变迁、凝聚精神共识。社会快速

变化，面对文化身份的守护、创新和

重构等新任务，博物馆要坚定地守正

创新，与时代同频共振，在积极改革

中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为每个

普通人提供丰沛的文明滋养。

博物馆正以可亲可近替代“高冷范儿”
新华社记者 王亚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