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国内国际新闻 2024年11月9日 星期六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云霞

◆新闻快览◆

本报地址：大理市太和街道榆锦路1号 总编室：0872-2121515 综合办公室：0872-2223774 广告服务：0872-2121525 2139222 邮政编码：671000 广告许可证：大工商广字001号
定价：378元/年 零售每份1.5元 大理天龙印务广告有限公司印刷（地址：大理市凤仪创新工业园区 电话：0872-2511268转8113）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州分公司

□ 新华社记者

燕山脚下，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
中心迎来八方宾客，首届世界古典学大
会在这里拉开帷幕。11月 7日，习近平
主席向大会致贺信，表达了对各国专家
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促进文
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殷切
期望，在与会中外嘉宾和社会各界中引
发强烈共鸣。

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赓
续历史文脉、加强文明互鉴提供了重要
指引，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深
化古典学研究和国际人文交流，积极践
行全球文明倡议，为共同推动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从
事古典学研究和教学近20年的重庆大学
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文涛倍感振奋：“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古典学研究指明了
方向。古典学研究不是复古泥古，而是
要贯通古今中外，在多维视野中探寻各
国文明源流、发掘人类文明传统，努力
为解决现代世界问题提供智慧启示。”

本次大会由中国和希腊共同举办，

并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
中希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
互鉴的新平台。

“中希两大古典文明既各有特点，
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共同为促进世界
和平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明底蕴。”
希腊雅典科学院文学与艺术部院士
克里斯托福罗斯·查拉兰巴基斯说，这
次大会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聚集在
一起，彼此启发、增进共识，对中希双
方乃至世界各国古典学领域学术交流
具有推动作用。

习近平主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
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日本早稻田
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宫城德也说：“我们
研究古典学，要走进古人的语境、心境，
把他们当作可以对话的朋友，才能真正
领悟思想成果，助力现代社会发展。”

“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是
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也是我努力追寻的
学术理想。”第一时间学习了贺信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专业博士
生隋昕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标，“我会潜
心学术、努力成长，继续为这项事业贡
献力量。”

继古开今，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成

为各界共同心声。
“近年来学界兴起古典学研究热

潮，习主席的贺信体现出对古典学研究
的高度重视。我们作为古典学研究者，
要努力阐释好蕴藏于古典之中的伟大
传统和智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江湄说。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帕特里克·芬格拉斯认为，我们应当更
好理解和传承人类古典文明优秀成果，
为国际冲突、发展难题寻求解决之道。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区域研
究系研究教授马良文说，人类文明多样
性是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文化根基，蕴含
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炳春
说，我们将着力从孔子等伟大先哲的思
想中汲取营养，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不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挖掘保护、研究阐释、活态传承。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愿同各
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
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
文明发展进步。”大家纷纷表示，要当好
文化使者，共创人类文明美好未来。

与各国学者共同交流，《文史哲》国

际版执行主编本杰明·哈默感到收获颇
丰。哈默表示，将继续做好中国古典文
献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以学术刊物为
媒介，打开一扇文明窗口，助力中外学
界交流走向深入。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中希文明互
鉴中心中方秘书长王勇对做好国际人
文交流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说，作
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标
志性成果，中希文明互鉴中心要通过国
际联合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推广、品
牌人文交流活动等方式，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社长
刘永淳表示，将以贺信精神为指引，通
过策划、引进、翻译、出版优秀外国文化
作品，让更多中国读者感受不同文明魅
力，为促进民心相通搭建文化桥梁。

“作为国家的文化客厅，中国国家
博物馆肩负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
职责。”中国国家博物馆党委书记杨帆
说，我们将落实好贺信精神，探索更多
跨越国界的馆际合作，以文物为载体，
让文明之光在交相辉映中照亮历史、照
见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赓续历史文脉 加强文明互鉴
——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为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重要指引

新华社昆明 11 月 7 日电（记者
王慧慧 赵彩琳）11月7日，国务院总理
李强在昆明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
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柬埔寨、老挝、
缅甸、泰国、越南政府首脑和亚洲开发
银行行长出席。

李强表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
作机制成立30多年来，日益成为中国和
湄公河国家共商合作、共促发展的重要
平台。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是亲如一家的命运
共同体，更要紧密团结协作，充分发挥
经济互补优势，把各领域务实合作进一
步引向深入，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坚定
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宁、
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李强就深化区域合作提出四点建

议：一是坚持开放合作，共同推进更高
水平、更大规模的双向开放，完善开放
型区域经济架构，打造更有效率、更富
活力的超大市场。继续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实施，提升贸易
投资便利化水平。

二是突出创新引领，加强创新政
策对接协同，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撑和保障
创新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积极推动区
域电网规划建设和升级改造，深化新
能源电池、汽车和光伏产业合作，拓展
清洁能源、智能制造、大数据、智慧城
市等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壮大区域发
展新动能。

三是深化融通建设，深入推进公
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硬联通”，加
强在政策、法律、监管、规则、标准等领
域“软联通”，努力提升跨境支付、本币
结算便利，积极打造更多跨境合作示范
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决
定面向湄公河五国颁发“澜湄签证”，为
符合条件的商务人员审发5年多次来华
签证。

四是密切沟通配合，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大力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同澜湄合作、三河流域机制、
湄公河委员会等机制协调发展，构建
包容互促的良好合作氛围。加强与联
合国、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等机构的合作，调动各方面力
量，共同落实好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与会各国领导人和有关机构负责

人高度赞赏中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合作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共同
努力，加强地区国家发展战略沟通对
接，保持开放合作，聚焦创新发展，拓展
经贸、农业、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
发展、医疗卫生、旅游、人文等领域务实
合作，维护自由贸易，进一步促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包
容可持续发展，推动地区国家命运共同
体建设不断走向深入。

会议通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
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宣言》和《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2030创新发展战略》
等成果文件。

吴政隆参加会议。

李强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

新华社北京11月 7日电 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7 日上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会议，
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
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
席会议。

蔡达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杨关林、
李巍、李慧琼、向巧、周佑勇、丛斌委员
和列席会议的刘忻等同志，围绕进一步
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完善教师队伍
管理激励机制，推动高水平教育开放、
深化教育交流与合作，高校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现代大学
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大学治理的法治化
水平，改革“双一流”评价指标体系等问
题提出询问。

国务委员谌贻琴，教育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谌贻琴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面
共同努力，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取
得显著成绩，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国务院及各有

关部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决
策部署，进一步筑牢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的思想根基，强化精准服务国
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需求，深化改革
激发高校办学动力和活力，加强资源
保障提升发展能力，推动“双一流”建
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蔡达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
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
重大决策。此次专题询问，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加
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举措。国务院
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处理审议和专题
询问提出的意见建议，依法按时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提出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要加强跟踪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
何维、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
雪克来提·扎克尔，秘书长刘奇出席
会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赵乐际出席

新华社华盛顿11月7日电（记者
许缘 熊茂伶）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7 日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
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25个
基点到4.50%至4.75%之间，符合市场普
遍预期。

这也是美联储继 9 月以来连续第
二次降息。美联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

中说，近期指标表明，美国经济继续稳
健扩张。今年早些时候以来，美国劳动
力市场状况总体有所缓解，失业率有所
上升但仍保持在低位。通货膨胀率朝
着美联储设定的 2%长期目标取得了进
展，但“仍然有些高”。

声明说，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风
险大致处于平衡状态。但美国经济前

景不确定，美联储将继续关注实现目标
过程中面临的风险。

声明重申，在考虑对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进行进一步调整时，美联储将
仔细评估未来的数据、不断变化的前景
以及风险平衡。美联储将继续减持国
债、机构债券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在本次会议中对政
策立场的进一步调整将“有助于保持经
济和劳动力市场强劲”。随着时间推移，
货币政策将朝着更加中性的立场迈进。

今年9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50 个基点到
4.75%至 5%之间。这是美联储自 2020
年3月以来首次降息。

美联储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

11月7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参观以纪念1941年苏联红场阅兵式为主
题的露天展览。

当日，俄罗斯在红场举行露天展览，纪念1941年苏联红场阅兵式。
［新华社发（亚历山大 摄）］

河南省焦作市区南水北调干渠及
两岸风景（11月5日摄，无人机照片）。

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正式通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
长1432公里，其中河南段全长731公
里。通水10年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累计向河南省供水超230亿立方
米，供水水质始终保持在地表水Ⅱ类
及以上标准，直接受益人口3100万人。

［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11月7日拍摄的2024世界储能大会开幕式现场。
当日，2024世界储能大会在福建省宁德市举行。大会以“谱全球储能新篇 筑安

全绿色高地”为主题，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行业协会代表，产业链企业
和应用企业代表等，聚焦储能市场应用、前沿技术、产业生态、商业模式等多领域展
开深入交流和探讨。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11月7日，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丹洲镇丹洲村，村民吴素梅在收取腊鸭。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当地侗族群众有在立冬前后，赶制腊肉、腊肠、腊鸭等

腊味食品的传统习俗。各种腊味食品已成为三江县具有代表性的侗族美食，每年都
会吸引众多游客选购。与此同时，侗族群众还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方式将腊味供应
市场，增加收入。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新华社柏林11月 7日电 应德国
总理朔尔茨要求，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
迈尔 7日解除财政部长林德纳、司法部
长布施曼以及教育和研究部长施塔
克－瓦青格等来自自由民主党的 3 名
部长职务。

自德国执政联盟上台以来，德国社
会民主党、绿党和自民党在财政政策和
援乌立场等多项议题上存在政见分
歧。自上周末开始，三党连续召开会议
试图达成妥协，最终未能找到共同解决
方案，导致三党关系破裂。

德国总统解除3名自民党籍部长职务

11月7日，在山东邹平魏桥轻量化基地宏奥全铝车身集成生产车间，工业机器人
在流水线上作业。

山东省邹平市近年来着力培育高端铝产业集群，通过打造魏桥轻量化基地、魏
桥铝深加工产业园、中欧宏顺循环科技产业园3个铝业园区，推动铝产业链条向铝轻
量化汽车零部件、3C电子等高端方向发展。2024年1月至10月，邹平市高端铝产业
集群营业收入达2250亿元，成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千亿级支柱产业。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