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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
怡）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实 施 纲 要 （2021- 2025
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纲要》 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

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

撑。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必须立足全局、着眼长远、

补齐短板、开拓进取，推动新时代法治政

府建设再上新台阶。

《纲要》 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法治政府建设

放 在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全 局 中 统 筹 谋

划 ， 加 快 构 建 职 责 明 确 、 依 法 行 政 的 政

府 治 理 体 系 ， 全 面 建 设 职 能 科 学 、 权 责

法 定 、 执 法 严 明 、 公 开 公 正 、 智 能 高

效 、 廉 洁 诚 信 、 人 民 满 意 的 法 治 政 府 ，

为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下转 2 版）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印 发《法 治 政 府
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1 日 电 中 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8 月 10
日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

青年代表回信，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

地走访、深化对华了解表示赞赏，鼓

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习 近 平 在 信 中 说 ， 你 们 都 在 中

国 学 习 、 工 作 、 生 活 ， 这 次 有 机 会

到 各 地 深 入 走 访 ， 加 深 了 对 中 国 的

认识和了解，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指出，正如你们在来信中

谈到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

汗水，在中华大地上建设富饶美丽的

家园，创造多姿多彩的文化，实现了

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要幸福就要奋

斗。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

发展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

走自己的路。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将更好发展自

身、造福世界。

习 近 平 表 示 ， 青 春 总 是 同 梦 想 相

伴 。 中 国 共 产 党 走 过 了 百 年 奋 斗 历

程 ， 但 我 们 的 初 心 和 梦 想 历 久 弥 坚 。

百 年 恰 是 风 华 正 茂 。 在 新 征 程 上 ， 我

们 将 继 续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而 不 懈 奋 斗 ， 为 促 进 人 类 发 展

进 步 而 不 懈 奋 斗 。 我 们 欢 迎 更 多 国 际

青 年 来 华 交 流 ， 希 望 中 外 青 年 在 互 学

互 鉴 中 增 进 了 解 、 收 获 友 谊 、 共 同 成

长 ， 为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贡 献

青春力量。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是由中

方 智 库 机 构 发 起 的 中 外 青 年 交 流 机

制 。 近 日 ， 来 自 28 个 国 家 的 36 位 项

目 外 籍 青 年 代 表 给 习 近 平 写 信 ， 祝

贺 中 国 共 产 党百年华诞，讲述了他们

在 中 国 各 地 走 访 的 体 会 感 悟 ， 表 示 希

望 发 挥 桥 梁 作 用 ， 更 好 促 进中外交流

对话。

习近平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
你们好！来信收悉。你们都在中国学

习、工作、生活，这次有机会到各地深入走
访，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我感到很
高兴。

正如你们在来信中谈到的，中国人民依
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华大地上建设富
饶美丽的家园，创造多姿多彩的文化，实现
了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要幸福就要奋斗。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发展振兴，
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实践
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将

更好发展自身、造福世界。
青春总是同梦想相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百年奋斗历程，但我们的初心和梦想历久弥
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
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而不懈奋斗。我们
欢迎更多国际青年来华交流，希望中外青年在
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共同成长，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祝愿你们在华一切顺利！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021 年 8 月 10 日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回 信

本报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8 月 8 日 20 时 ，云 南 亚 洲 象

群在人们的帮助引导下成功渡过元

江，这条古老的河流是北移象群返

回原栖息地的重要地理节点。渡过江

去，它们就回到了较适宜的栖息地。

2020 年 3 月，亚洲象群从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出发，跨过

不 同 的 气 候 带 ， 迂 回 行 进 数 千 公

里，途经玉溪、红河、昆明 3 个州

（市） 8 个县 （市、区），向北移动

超 过 半 个 云 南 的 距 离 。 17 个 月 的

时间里，大象，这一陆地上最大的

动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

与大象如何和谐共处的课题也愈加

凸 显 。 栖 息 在 云 南 的 亚 洲 象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50 头增长到如今约

300 头，种群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云

南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护取得

的巨大成就。

今年 6 月，记者深入云南省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玉溪

市，以及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及

应急处置指挥部，试图探索当地人

象关系的更优解。

再过两个月，联合国 《生物多

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

在云南昆明举办，人与自然界的相

处 之 道 将 成 为 热 门 话 题 。“ 今 后 ，

亚 洲 象 还 是 可 能 会 出 现 大 范 围 的

迁徙事件。”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 保 护 区 管 护 局 高 级 工 程 师 沈 庆

仲 看 来 ， 迁 徙 是 亚 洲 象 的 正 常 行

为 ， 随 着 云 南 野 象 种 群 数 量 的快

速增长，象群再度北移是几乎肯定

的。面对这一不可避免的现象，国

家林草局和云南省

现已着手推进亚洲

象 国 家 公 园 建 设 ，

从保护和平衡的角

度 开 展 有 预 见 性

的、长期的总体布

局与规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李 超 韩 荣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

学院副教授杨明显，常常把

暑假用来出差，这个暑假也

一 样 。 自 7 月 13 日 放 假 以

来，他已经去了四川宝兴、

万源、得荣、雅江、巴塘等

5 个 县 （市）， 横 跨 川 东 、

川西，为各地蜂农提供技术

指导。

7 月 ， 杨 明 显 带 着 6 名

学 生 来 到 四 川 省 万 源 市 的

红 旗 村 。 因 为 有 丰 富 的 中

药 材 资 源 ， 可 以 作 为 优 质

蜜 源 ， 红 旗 村 发 展 了 养 蜂

产 业 。 几 年 前 因 为 一 个 科

研 项 目 ， 杨 明 显 曾 在 当 地

搞 了 两 年 的 研 究 。 项 目 结

束 后 ， 当 地 老 百 姓 一 直 和

他保持着联系。

在红旗村，杨明显注意

到，一些蜂农不懂得要根据

不同蜜源的盛花期来调解蜜

蜂 的 群 势 （蜂 群 强 弱 程

度）， 导 致 蜂 蜜 产 量 不 高 。

在给蜂农做技术指导时，杨

明显特别点出这个要害，一

些蜂农恍然大悟，注意到了

“在先前养蜂过程中，一直

存在但被忽视的问题”。

杨 明 显 说 ， 养 蜂 虽 然

是 较 为 小 众 的 产 业 ， 但 是

这 几 年 随 着 脱 贫 攻 坚 的 推

进 ， 蜜 蜂 养 殖 在 各 地 越 来

越 普 遍 。 不 少 地 方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蜜 蜂 产 业 ， 对 养 蜂

技 术 的 需 求 也 越 来 越 多 。

杨 明 显 常 常 接 到 来 自 各 地

的 电 话 邀 请 ， 蜂 农 、 各 地

农 业 科 技 部 门 的 专 家 、 农

村基层干部⋯⋯他们在遇到

技术问题的时候，就会向这

位蜜蜂研究专家求助。

农村基层对技术的需求有多大？杨明显说：“我

如果不上课，天天出差都有事做。”暑假成了他走进

田间地头的最好时间，科技带给养殖户的收益也是实

打实的。数据显示，在宝兴县，养蜂的农民比过去平

均增收 9010 元/年，在万源市，农户养蜂的增收也达

到 7000-1.2 万元/年。 （下转 2 版）

本报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叶
雨婷） 近日，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系

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对科

学谋划秋季学期学生返校提出 3 条硬

性标准：学校疫情防控条件达不到当

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不能返校；学校

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不能返

校；有效应急预案和演练落实不到位

的，不能返校。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德尔塔变异

毒株传染性增 强 等 特 性 ， 认 真 研 判 对

学 校 疫 情 防 控 提 出 的 新 要 求 ， 封 堵 防

控 漏 洞 ， 从 严 从 紧 从细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

会议强调，要压实属地责任。各级

教育部门和高校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

领 导 下 ， 根 据 疫 情 形 势 变 化 ， 科 学 制

定、动态调整秋季学期开学方案和疫情

防控方案并及时上报，全面准备秋季学

期返校工作。结合实际完善疫情防控应

急预案，做好人员物资、隔离场所等准

备，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疫情风险

能力。

另外，要从严做好健康管理和健康

监测。将疫情防控要求精准落实到每一

位师生。对不同风险地区师生分类明确

返校要求，做好开学返校前的健康监测

及返校途中防护。

会 议 指 出 ， 要 从 严 落 实 校 园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 加 强 对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的 组 织 领 导 ， 加 强 对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落 实 督 导 检 查 。 严 格 校 园 重 点 场 所

环 境 消 杀 ， 落 实 勤 洗 手 、 常 通 风 等

防 控 措 施 。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发

言中充分肯定疫情发生以来教育系统疫

情防控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效，介绍德尔

塔变异毒株特点，强调疫苗接种对群体

防护的重要性，强调关注受疫情影响师

生的心理疏导。

中 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施 国 庆 研

究 员 从 学 校 疫 情 防 控 、 持 续 开 展 健 康

教 育 、 加 强 室 内 通 风 、 严 格 健 康 监

测 、 强 化 校 园 管 理 、 疫 情 追 踪 分 析 研

判 、 疫 情 应 对 措 施 、 推 进 疫 苗 接 种 等

方 面 ， 对 学 校 近 期 疫 情 防 控 提 出 指 导

建议。

教育部：秋季学期学生返校要达到三条硬性标准
将疫情防控要求精准落实到每位师生

云南亚洲象群

﹃
回家

﹄

高校师生将书桌搬到田间地头

用科技创新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2019 年 ， 90 后 设 计 师 张 突 然

带着自己设计的中国风服饰，第一

次登上纽约时装周的 T 台。他在传

统 旗 袍 中 加 入 时 下 流 行 的 飘 纱 元

素，来自东方的美丽艳惊世界。

本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傅

冬暖，曾在《主播有新人》里展示了《红

楼梦》中王熙凤的衣服，最近又在热播综

艺《这！就是潮流》中化身“国风少女”。

林 嘉 慧 是 SING 女 团 的 成 员 ，这 个

团 体 也 被 称 为“ 亚 洲 首 个 电 子 国 风 女

团”。在扬州长大的她从小喜欢传统服饰，

还“差点”成了非遗项目通草花的传人。

在 年 轻 人 聚 集 的 问 答 社 区 知 乎 ，

“汉服”“国风”等关键词经常出现在热

门 话 题 ，饶 逸 风 玲 以“ 胡 子 不 归 ”的 网

名 ，回 答 了 很 多 相 关 问 题 。她 在 本 科 和

硕士期间学的是服装设计，研究中国传

统服饰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喜 欢 国 风 服 饰 ， 一 方 面 是 因 为 它 符 合

我们的审美，另一方面是年轻人认同传

统文化，国风正在成为国潮”。

“每个女孩小时候可能都经历过披

着床单扮仙女的时光，这说明我们天然

觉得传统、古典的服饰很美。”上高中

时，傅冬暖买了第一套国风服饰。学校

开运动会，她穿着这套衣服举班牌，吸

引 了 全 校 的 目 光 。 一 开 始 只 是 觉 得 好

看，慢慢地，她开始对衣服上的花纹、

刺绣感兴趣，“原来我们的衣服背后有

那么多的故事”。

在日常生活中，她喜欢国风与现代

的融合，“传统不应该成为一个突兀的

符号，而应是生活的一部分”。傅冬暖

发 现 ， 早 些 年 ， 穿 着 国 风 服 饰 走 在 街

上 ， 回 头 率 超 级 高 ， 而 现 在 ，“ 同 袍 ”

越 来 越 多 ； 以 前 穿 一 整 套 出 门 像 一 种

“仪式”，而现在日常搭配的国风单品，

早已和衬衫 T 恤一样寻常。

在古城出生长大，国风服饰对林嘉

慧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从小妈妈就给

她买，高中还参加了“汉服社”，在扬

州，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林嘉慧想搭配

更好看的发型和配饰，完成一套更加精

致完整的国风造型，于是她开始自学做

发簪。其间，她又向家中认识的一位老

人学习制作通草花。

在 《这！就是潮流》 中，林嘉慧在

一条亚麻阔腿裤上泼墨，让一条普通

的裤子变身国风潮服。“我觉得国风

的概念可以特别广，而且最终传统文

化是要和大众文化结合的。”

饶逸风玲介绍，传统从来都是随

时代变化的。比如，战国时期，赵武灵

王 推 行“ 胡 服 骑 射 ”，改 变 了“ 上 衣 下

裳 ”的 主 流 ；明 代 飞 鱼 服 吸 收 了 蒙 古

“曳撒”的元素，传统服饰在变化中延

续，在求同中存异；到了今天，应用“打

版、立裁”等西方制衣技术，“有的衣服

不是‘汉服’，但一看就是中国人做的

衣服”，东方韵味的现代服装走向日常

生活和世界舞台。 （下转 2 版）

国潮风起 与子“同袍”

年轻人把传统文化“穿”上身扫一扫 看视频

8 月 11 日，安徽省阜阳市二十一中学的一对教师夫妻陪孩子练

习书法体验传统文化。当日，阜阳市二十一中学妇联、团委开展“相濡

以沫、幸福七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6 对教师夫妻通过

身穿传统服装，写书法，学绣香囊以及诗歌朗诵等方式，体验传统节

日，感受浓浓爱意，喜迎“七夕节”的到来。 王 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