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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十一

他们，是对党忠诚、热爱人民，心怀
“国之大者”，在各自岗位取得突出成绩
的先进典型；他们，是干实事、求实效，在
关键时刻、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的先锋模范。

近日，经推荐遴选，中央组织部、中
央宣传部确定20名“最美公务员”。从乡
村振兴一线到驻外前线，从乡镇街道到
产业园区，他们弘扬忠诚干净担当的政
治品格，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在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作表率，彰显出新
时代人民公仆本色。

迎难而上冲锋在前

2023年7月底8月初，北京市遭遇特
大暴雨灾害。暴雨中，门头沟区大台街
道落坡岭社区断水断电断网，成为一座
孤岛。

紧急关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孟二梅正在焦心辖区居民安危冷暖
时，她又接到了转移安置滞留在附近火
车站乘客的紧急任务。

竭尽所能，克服困难。在孟二梅的
带领下，社区党员和居民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灾难当前，团结一致、守望相助的人
间大爱。

2022年，四川省芦山县发生6.1级地
震时，正在外地的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
硗碛藏族乡时任党委书记李智宽顾不上
联系家人，连夜顶着余震、飞石等危险辗
转赶回乡镇，带领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投
入抗震救灾。

面对急难险重任务，各条战线的公
务员成为最美“逆行者”——

当邻县突发特大山火，湖南省衡阳
市常宁市塔山瑶族乡党委书记吕晓毛主

动请缨，带领众人驰援火场，连续多日奋
战扑火；

长期扎根应急救援一线的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赵鸿
亮，每当遇到险情，总是一马当先冲在前；

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双边处主任袁泉
无惧挑战，直面巴以冲突的火线，全力协
调保障人员和机构安全，并抓紧落实我
国对巴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平凡岗位，不凡作为；奋不顾身，一
线作战，铸就人民公仆新风貌。

开拓创新攻坚克难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中小企
业发展的难题，也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杨艳生想要破解的问题。

经过走访调研，杨艳生组建百名金

融顾问团，以企业首（转）贷服务中心等
为平台，多渠道多维度解决中小企业、科
技型企业的融资难题，当好护航企业发
展的“创新型干部”。

黄浦江和苏州河，荟萃了上海的城
市精华。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黄浦江苏州河发展协调处副处长陈
丽红的工作与这“一江一河”密切相关。

从推动黄浦江核心段45公里岸线和
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相继贯通开
放，到推进滨水空间立法，再到打造亲水
理想生活，陈丽红多方联动、攻坚克难，
昔日的“工业锈带”逐步蜕变为今天水
清、岸美、宜游的“生活秀带”，吸引不少
市民驻足打卡。

以改革促干劲，用创新激活力，他们
在各自岗位奋勇争先，取得实绩——

（下转04版）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
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
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
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积
极倡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
战贡献中国智慧、激发精神力量。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更加
积极主动地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沛养分，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
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
态、包容的胸怀”

2022年2月20日，第二十四届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
场举行。当焰火在“鸟巢”上空打出“天
下一家”中英文字样，古老的中国智慧与
奥林匹克精神完美交融，带给世界深深
的感动。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
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
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
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民族历来主张民胞物与、协和
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的美好世界。

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鉴真东渡
……历史上，中华民族自信而又大度地
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
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
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议
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
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自古以来，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
时处变中不断升华”“革故鼎新、与时俱
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开
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
释中国的文明观，道出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的精神密码。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

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明正以更加

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
敦煌，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
考察，首站即来到敦煌莫高窟。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
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
明的优秀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
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
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
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
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
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
谋远虑、身体力行，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
其他文明交流互鉴。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比
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以“茶
酒”妙喻文明的多彩共生：

“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
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
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
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
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
茶品味品人生。”

真诚倡导“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互
鉴准则，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也深知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

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
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
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
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2023年5月18日至19日，首届中国
—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千年古都迎来
一场历史与未来交融的盛会。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见
证了中国同中亚国家两千多年的深厚友
谊。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人民互通有
无、互学互鉴，创造了古丝绸之路的辉
煌，书写了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说。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
过去，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亚欧大陆

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
互鉴；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古丝
绸之路和丝路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从“硬联通”到“软联通”“心联通”，翻开
各国文明融合共生的时代新篇。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
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不同文明之
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
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
指引。

2023年2月20日，中希文明互鉴中
心成立仪式在希腊雅典举行。

“我们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深入了解和把
握各种文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让一
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中
希文明蕴含的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人
生观、科学观、文化观等博大精深、历久弥
新，一定能够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精神指
引。”成立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希腊学
者的复信令各界倍感振奋。

“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
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
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
向世界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
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
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
文交流合作。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之后，新时代的中国为世
界提供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进一
步丰富和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实践路径，对解决人类文明面临的共同
挑战、拓展人类文明进步之路作出了重
要贡献。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不同文明
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前提条件——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
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
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
步的动力。

面对个别国家炮制“文明冲突论”
“文明优越论”等论调、大搞意识形态对

抗，中国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各方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文明交流
互鉴的理念指引——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
崇高目标。”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
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
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
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全人类共
同价值直面当今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问
题，在求同存异、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基
础上形成价值最大公约数，为人类选择
正确道路提供科学思想指引，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价值共识。

“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文明发展
进步的动力源泉——

红海之滨，中沙联合考古队“唤醒”沉
睡千年的历史遗迹，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
研究提供了考古实物资料；埃及卢克索孟
图神庙，中埃联合考古队让神庙实地景象
和出土文物重现于世人面前……

近年来，中国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
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
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携手点亮文明交
融之光。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不同文
明相遇相知构建方式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是文明
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
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
通的重要途径。”

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相约北
京”奥林匹克文化节等一系列人文交流
活动让世界看到中国践行全球文明倡
议、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真诚意愿和切
实行动。

今天，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前途命运和
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必将同世界上多姿多彩的不同文明相互
成就，共同开辟人类文明更加美好的明
天。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树立公仆形象 弘扬时代精神
——全国“最美公务员”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