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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9 月 29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

年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互致贺电。

习 近 平 指 出 ，50 年 前 的 今 天 ， 中 日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作 出 实 现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的 重 大 政 治 决

断 ， 揭 开 了 两 国 关 系 崭 新 篇 章 。 50 年

来，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

双方先后达成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

共识，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给两国

和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福祉，也促进了地区

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发

展，愿同岸田文雄首相一道，引领双方以

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机，顺应潮流大

势，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

日关系。

岸 田 文 雄 表 示 ，50 年 前 ， 日 中 两 国

老一辈领导人秉持战略思维和政治勇气，

开 辟 了 日 中 关 系 新 的 历 史 进 程 。 50 年

来，日中两国在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等

广泛领域合作取得长足发展。双方携手开

创日中关系新未来，具有重要意义。日方

愿同中方一道，着眼下一个 50 年，推动

构筑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共同促进

两国、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下转 6 版）

就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岸田文雄互致贺电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一）使命·新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

形态》 中写道：“作为确定的人，现

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

有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

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

2012 年 11 月 15 日，北京人民大

会堂东大厅，新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

的首次集体公开亮相吸引了全世界目

光。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庄严宣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

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

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

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幕开

启。国际观察家敏锐发现，在新时代

治国理政的蓝图里，中国新一代领导

人将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

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世界力量对比的横坐标和中华民

族前进的纵坐标科学界定当今世界大势

和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在宏阔的时空

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

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

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

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

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以习近平外交思想

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阔步前行，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

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这是遍布五洲四海的中国朋友圈。

42 次走出国门、足迹遍及 69 国，接待 100
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以电话、

信函、视频等方式广泛开展“云外交”，元

首外交把舵领航，构筑起更加全面、更为

坚实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同 11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先后同 9
个国家建交、复交，建交国升至 181个。

这是世界各国共享的中国机遇。世

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全球第二大消

费市场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平均每分

钟有 7300 多万元人民币的货物在中国

与世界间进出，平均每天有 40 多列火

车在中国与 200 个欧洲城市间穿梭。从

更短的负面清单到更优的营商环境，从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到 国 家 级 “ 展 会 矩

阵”，从门类齐全的“世界工厂”到商

机无限的“世界市场”，越来越多的国

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这是回应时代之问的中国担当。联

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重要出兵

国、经济全球化的坚定倡导者、全球气

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始终站在国际抗

疫 合 作 的 “ 第 一 方 阵 ” ⋯⋯ 在 中 国 身

上，世界看到了“大国的样子”。从雁

栖湖畔到西子湖畔，从联合国讲台到达

沃斯小镇，从亚洲文明盛会到全球性政

党峰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

起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

曾几何时，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

中，东方被视为“边缘”的存在。有学

者甚至认为，作为距离西方国家最远的

一个传统大国，中国是“最后一块获得

现 代 化 的 区 域 ”。 斗 转 星 移 ， 潮 落 潮

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

故事深刻改写着旧有的东方叙事。

这 是 中 国 与 世 界 命 运 与 共 的 新 时

代，这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英国历

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感慨，国际舞台在向

东方倾斜，历史马车正向东方驶去。

（二）结伴·新道路

满头银发的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担任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已

有 30 年，其间见证百余名外国政要的

演 讲 。 在 他 记 忆 里 ，2013 年 早 春 的 那

一场“最为难忘”。“习近平主席是一位

具有现代理念的国家领导人，他的演讲

非常精彩，大气磅礴，富有哲理。”

2013 年 3 月，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

后首次出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

表首场外交演讲。世界瞩目：占世界五分

之一人口、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

国将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又将

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

国际关系？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

赢的发展，同时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

展道路”“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

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

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 际 关 系 ”“ 人 类 生 活 在 同 一 个 地 球 村

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

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道路”“新型

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以 3 个

简洁凝练的表达为国际社会理解新时代

中国外交勾勒出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

侵占土地、奴役人民、劫掠资源⋯⋯

回望历史，战争、殖民曾是国家实力消长

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动因。“和平、和

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一直追

求和传承的理念”“消除战争，实现和平，

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

望”，创造过辉煌也经历过苦难的东方古

国，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大国崛起不同的和

平发展新路，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有登高望远，有战略谋划。多次就

外 交 主 题 进 行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集 体 学

习，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

工作座谈会，先后两次召开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 （下转 2 版）

命 运 与 共 行 大 道
——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人类发展进步潮流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杜沂蒙）近日，经

党 中 央 同 意 ， 共 青 团 中

央、全国青联印发 《新时

代深化全国青联改革实施

方 案》（以 下 简 称 《方
案》），全面部署新时代

深化全国青联改革。

《方 案》 强 调 ， 青 联

改革是党的群团改革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2016 年 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 的 党 中 央 的 坚 强 领 导

下，各级青联在革新委员

结构、增强政治功能、规

范运行机制、整顿组织风

气等方面取得明显改革成

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巩固和扩大

新时代青年爱国统一战线

的重要要求，进一步从思

想上、工作上、制度上解

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

化 、 娱 乐 化 问 题 ， 按 照

《共青团中央深化改革方

案》 的有关精神，在总结

五年多来推进各级青联改

革工作的基础上，制定本

《方案》。

《方 案》 明 确 了 新 时

代深化全国青联改革的总

体思路和主要目标。《方

案》 指出，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

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

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

道路，高举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旗帜，以提高青年

爱国统一战线大局贡献度

为目标，瞄准从思想上、

工作上、制度上解决机关

化、行政化、贵族化、娱

乐化问题，不断保持和增

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着力加强对青联委员

和团体会员的政治引领，

着力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

梁纽带作用，着力壮大青

联的社团组织基础，着力促进海内外中华青年的团

结，着力加强青联委员队伍作风建设，引领各族各界

青年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汇聚磅礴青春力量。《方案》 明确，力争通过三年

左右的时间，在团结引领作用更加鲜明、党联系青年

的桥梁纽带作用有效发挥、全国青联的组织基础进一

步夯实、全国青联委员会构成更加合理等方面形成标

志性成果。 （下转 2 版）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印发
《新时代深化全国青联改革实施方案

》

9 月 29 日，中国队球员在比赛后庆祝晋级。

当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进行的 2022 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中，中国队以 85 比 71 战胜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法国队，挺进四强。

这是中国队自 1994 年女篮世锦赛（女篮世界杯前身）获得亚军以来，

首次在该项赛事中闯入半决赛。中国队 30 日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澳大

利亚队。 胡泾辰/摄（新华社发）

告读者
国庆节将至，本报假日期间的出版计

划将作如下调整：10月3日（周一）至 10
月 7 日 （周五），休刊；10 月 10 日 （周
一），恢复正常出版。假日期间，本报所
属网站和“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将一
如既往地推送优质新闻产品。敬请全国
广大读者和用户留意，并祝节日快乐！

本报编辑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时间线动辄上溯至万年千年的考古，变得有

意义而且越来越有意思了：屏幕上，可以看考古

文化类综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进展甚至要“追

番”（网络流行语，指追一部正在更新的剧——
记者注）；考古现场变身遗址公园，成为年轻人

日常游玩的好去处；面对考古学界一年一度的

“ 全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 ” 评 选 ， 考 古 工 作 者 也

“卷”了起来，设计海报、开直播⋯⋯

从仰韶村的第一铲诞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

在 2021 年迎来了百年。与历史相较，考古学很

年轻；而对关注考古的年轻人来说，在这 10 年

间，中国考古日月换新天。

有一些关于中华文明来处的秘密在这 10 年

中得到解答：距今 5800 年前后，黄河、长江中

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都出现了文明起源迹

象；距今 5300 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

入了文明阶段；距今 3800 年前后，中原地区形

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

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关于中国考古将走向何处的问题在这 10 年

中 看 到 了 方 向 ： 2021 年 ，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这是

文物领域规划首次上升为国家级专项规划。

考古萌生着蓬勃的生命力，无论是考古工作

者还是愿意了解考古的公众，尘封的历史得到这

些年轻目光的关注，就有了接续的可能。

三星堆“上新” 沉船“出水”
探源中华文明

2012 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 1900
余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浙江良渚遗址、陕西

石峁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等

考古工作取得重大发现，进一步勾勒出中华文明

的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的三星堆遗址，

堪称这两年公众关注的考古“顶流”。从 2020 年

10 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 1986 年发

掘的三星堆 1 号坑和 2 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

探 与 发 掘 ， 陆 续 新 发 现 6 座 “ 祭 祀 坑 ”， 不 断

“上新”重要文物。

“十三五”时期，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启动，围绕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

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

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问题，国

家文物局策划、“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等 16 项

重大考古项目。

其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启动实施第五阶

段研究任务。项目提出了标志中国进入文明社会

的突出特征，打破了西方学术界对“文明标准”

的话语垄断。

我国是海陆兼备的大国，目前已确认 241 处

水下文物点。北礁沉船遗址等 5 处水下文物，被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 10 年 来 ， 我 国 的 水 下 考 古 和 水 下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发 展 迅 猛 。 2014 年 ， 国 家 文 物 局 水

下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中 心 独 立 建 制 ， 我 国 从 此 拥

有 了 专 门 、 独 立 的 国 家 级 水 下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研

究 机 构 。

出生于 1962 年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

长 崔 勇 ， 是 中 国 第 一 批 水 下 考 古 队 员 。 2001 年 ，

他第一次潜下水，成为第一个在水下摸到“南海Ⅰ
号”的考古工作者。如今，“南海Ⅰ号”沉船整体

打捞和考古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已提取各类

遗物 18 万余件 （套），为了解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

路商贸情况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与科技“联姻” 多学科融合

如今，现代科技在考古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低空拍摄技

术、机载激光扫描遥感等，普遍应用于考古调查、

测绘。

2020 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时，索性把实验

室建在了考古工地现场。考古发掘方舱、集成发掘

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助力全面提取遗存信

息；有机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应急分析实验室、

文保工作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确保出土文物

第一时间得到有效保护。 （下转 2 版）

中国考古这十年：

溯源中华文明 走进青年生活

本 报 浙 江 象 山 9 月 29
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
艺）今天，中国青年报社联

合象山县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青年与海”蓝碳经济可

持续发展暨蓝碳护海活动研

讨会，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

科学家来到浙江省宁波市象

山县，为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献计献策。

当 天 上 午 ， 10 位 专 家

实地调研象山县相关企业，

了 解 企 业 发 展 的 优 势 与 短

板，既看到传统水产加工与

海洋生物技术的创新结合，

也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大米草

的治理困境，以及工业园区

废水废气处理、海洋生物制

品产销转化等诉求，现场探

讨对策。

更多的生态解决方案在

研讨会中碰撞出火花。深耕

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分享水产

预制菜的贮藏保鲜、海产品

加工废水处理、微藻活性物

质开发、海洋生物膜防腐蚀

等前沿技术，一一回应会前

象山县提出的需求。

在“双碳”目标的指挥

棒下，依托海洋碳库的蓝碳

经济展示出巨大潜力。交流

中，“生态银行”、海洋新能

源与碳汇产业融合、青少年

蓝碳科普教育等新思路，将

象山的蓝碳路线图勾勒得更

加 清 晰 。 与 会 的 象 山 县 企

业、政府代表纷纷表示，希

望与专家们建立合作机制，

将 会 上 所 提 出 的 建 议 点 对

点、点对面推动落地。

《青年蓝碳护海活动倡

议 书》 在 研 讨 会 上 发 布 ，

倡 议 书 旨 在 鼓 励 年 轻 一 代

保 护 蔚 蓝 星 球 ， 争 当 蓝 碳

护 海 行 动 的 倡 导 者 、 实 践

者、引领者，为美丽中国、海洋强国建设，贡献青

年智慧和力量。

“青年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是海洋保

护 、 城 市 经 济 发 展 的 生 力 军 和 突 击 队 。” 中 国 青 年

报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开端，联

合 象 山县人民政府，让海洋生态理念深入人心，推

进护海行动落到实处；让青年智慧融入城市建设，助

力青年友好型城市发展迭代升级；打响“北纬 30 度

最美海岸线”名片，着力打造青年发展型县域的“海

洋样板”。

青年科学家共话海洋未来
﹃
青年与海

﹄
蓝碳经济可持续发展暨蓝碳护海活动研讨会举办

中国女篮挺进世界杯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