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奖报料 968820天下
XIAMEN DAILY 2022年9月26日 星期一 责编/林冰彬 美编/郑芸如

厦门网 www.xmnn.cn

B01

点击

据新华网报道 在江苏省无锡市鸿山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内，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城池遗址——吴
家浜遗址，经考古勘探，轮廓已初步呈现。这座城池
以河为路，城内河流纵横交错。目前考古发掘工作还
在进行中。

吴家浜遗址系意外发现。2019年底，当地农民
开挖沟渠时，发现大量陶片；2020年，无锡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介入勘探，发现城墙遗存；2021年，对遗址3
处点位进行发掘，发现大量生活用陶器和原始瓷器。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光日介绍，经对
出土文物特征分析和碳14测定，判断这一遗址为春
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城池。

考古勘探表明，这座城池由内至外分为内城、外
城、郭城，占地面积约80万平方米。李光日介绍，吴
家浜遗址距离太湖直线距离10多公里，从勘探和发
掘情况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内河流纵横交错，水
路是当时的主要交通方式，出门即乘船，位于内城西
南角的城门也是通过河道进出，堪称一座水城。目前
已发现城池内有99口水井，水井深度为5米至6米。
从水井数量来看，当时城内居住大量人口。

无锡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大型城池遗址

80万平方米水城以河为路

在遗址上发现的灰坑及水井在遗址上发现的灰坑及水井。（。（图图//据据《《无锡日报无锡日报》）》）

2022“最美基层民警”
先进事迹发布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
要论述、重要训词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
广大公安民警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央宣传部、
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2022“最美基层民警”
先进事迹。

张梁、吕游、赵恒彬、安二宝、马春雨、张宇航、何
欢、路博阳、陈建强、孙益海、梁晓丽、朱明、施晓健、艾
金凤、张连波、陈民生、常武（牺牲）、李江、时春霞、杨
伯伦、乔晋军、周和理、黄晨、朱允宏、石林、黄家斌、樊
有宏、刘汉朝、阿旺丹德、袁芳、潘金磊、覃锋、曾芝强、
徐娟、程万里、符世彻、陈宇、王微等38名个人光荣入
选。他们中，有的驻守边疆高原，克服常人难以想象
的困难，守卫一方平安；有的奋战打击一线，冲锋在
前、不怕牺牲，屡破大案要案；有的穿梭街巷社区、抗
疫一线，全心全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成为百姓的
贴心人；有的刻苦钻研技能本领，在改革强警、科技兴
警的道路上绽放青春光彩、成就奋斗人生。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物访谈、“云”连
线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工作
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

“最美基层民警”证书。

受热带风暴威胁

NASA探月火箭
第三次推迟发射

据中新网报道 受热带风暴“伊恩”威胁，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当地时间24日宣布，取消原定
于27日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进行的巨型探
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发射计划。这已是NASA第
三次推迟该火箭发射。

当地时间24日，NASA在其官网宣布取消27日
的“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发射计划，并表示将继续关注
与热带风暴“伊恩”相关的天气预报。NASA将在25
日决定是否将火箭拖回装配大楼。美国媒体报道称，
如果火箭继续留在发射台，NASA可能在10月2日
再度尝试发射。如果火箭被拖回装配大楼，则下次发
射可能会推迟到11月。

美国政府2019年宣布“阿耳忒弥斯”新登月任
务，计划2024年前将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今年8
月29日，NASA首次尝试发射执行“阿耳忒弥斯1
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的“太空发射系统”火箭，
但发射计划因火箭的一个引擎排气出现问题而被迫
叫停。9月3日，“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因燃料泄漏问
题再度推迟发射。

为人类前途命运指引方向

2015年9月，纽约联合国总部，第
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鲜明
指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到2017年在日内瓦万国宫，再到
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
合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高票通过！2021年11月，“人类
命运共同体”写入第76届联合国大会
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不首先在外
空部署武器”决议。这是联大决议连
续5年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载入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国家宪法，到多次写入联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
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
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得到国
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
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
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
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
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
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2022年9月，中亚，习近平主席对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
访问。

其间，习近平主席分别同两国元
首就在双边层面启动践行命运共同体
理念达成重要共识。

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到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再到柬埔寨、
老挝……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同中
国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的世界
意义和实践伟力日益彰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
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
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希腊
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如是评价。第71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
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新路径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习近平
主席为“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给出的中
国答案。

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
全球伙伴关系。

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中国致力
于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
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推进中
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明
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
赢”的中美关系三点原则，打造中欧和
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在周边外交方面，召开新中国成
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按
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
系，稳定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边命运
共同体。

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方面，从非
洲到中东，从拉美到太平洋岛国，众多
发展中国家都流传着习近平主席同大
家平等交往、共谋发展的佳话。中国
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
作机制实现全覆盖。

这些年，习近平主席先后40多次
出访，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国内外
主持和出席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活
动，接待访华国际政要数百位，同各国
社会各界保持广泛接触，引领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如今，中国已同181个国家建立
外交关系，同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正如习
近平主席所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谱写开放合作的时代篇章

2022年1月，全球疫情延宕反复、
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剧之时，习
近平主席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
视频会议，发表演讲强调：“经济全球
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
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
江东去。”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中

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
迷茫困顿的世界注入强大信心与动力。

2013年金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
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
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
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
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
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习
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2021年12月3日，老挝全国上下
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当天，中老铁
路正式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
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作为两国共
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这条铁路
的开通，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
国”的梦想终于成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
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实
打实、沉甸甸的成就：雅万高铁、瓜达
尔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
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
架构基本形成；因为“一带一路”，马尔
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
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塞尔维亚斯
梅代雷沃钢厂重现辉煌……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同140多
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
多份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已
经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
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成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
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
动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中
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

这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和建设的主动作为——

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
和投票权跃居第三位，到发起成立亚
投行、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再
到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
子……中国已从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通
参与者，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
变革的“发动机”。

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胸
襟——

中国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
落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生
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等多边议程；率先发布《中国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
案》；多次提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国
际主张，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
系……

2016年9月，钱塘江畔，大潮涌动。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
治理观。发展，在此次峰会上第一次被
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会议
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从上
合组织青岛峰会到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晤，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从博鳌亚
洲论坛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北京世
园会，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
人峰会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一场场
主场外交，记录着中国推动完善全球
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
凡历程。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共建
“一带一路”；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从深化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到支持世界抗疫、打造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一项项倡议主张，一个个
实际行动，彰显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
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
者的作为和担当。

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
容。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
边，必将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
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据央视新闻报道 2012年9月
25日，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中国
航母时代正式启航。昨日，我国首
艘航母辽宁舰迎来入列10周年纪
念日。

作为海军转型的重要标志、新
质作战力量的代表，改革强军十年
来，以辽宁舰为“首舰”的海军航母
部队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
作战能力，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航母部队建设成长轨迹。

人民海军始终聚焦使命任务
抓建设、打基础、强能力，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从滑跃到
弹射的升级跨越，创造了令人瞩目
的“中国速度”，新时代的人民海军
迈入“三航母时代”。

从单平台到作战编组，到航母
编队小体系作战，再到融入联合作
战大体系……十年间，辽宁舰航母
编队通过背靠背体系对抗、远海实

战演练，深化舰潜机协同，不断提升
航母编队体系作战效能。2017年，
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入
列，从此，航母编队有了一座流动的
海上“加油站”。去年，在外舰持续
跟踪下，呼伦湖舰与辽宁舰在西太
平洋某海域顺利完成了海上实补，
实现了敌情威胁背景下大批量、跨
昼夜、长时间等多项补给新突破。

紧随呼伦湖舰一起加入辽宁
舰航母编队的，还有国产新型导弹
驱逐舰南昌舰。除了新装备的助
力外，作为航母编队重要的组成部
分，舰载机飞行员成批次形成实战
能力。

十年间，辽宁舰航母编队的体
系作战能力不断增强，航迹也正在
向远海深处加速延伸。前不久，辽
宁舰航母编队还开展了敌情威胁
条件下的实战课题演练，不断融入
联合作战大体系。

舰载机具备
全天候

执行任务能力
如果把航空母舰比作

中国海军挺进深蓝的“先
锋”，那么航母舰载机，就
是中国海军亮剑远海的

“铁拳”。2017年，航母舰
载机部队首次在辽宁舰上
成功实现夜间起降。

前不久，正在西太平
洋某海域开展训练的海军
辽宁舰航母编队，远距离
发现一批不明空情目标向
编队高速近飞。判断、决
策、行动，短短几分钟，编
队指挥所果断下达出击指
令，数架歼-15舰载战斗
机直扑目标空域，编队各
属舰从多个维度，由远到
近构建严密攻防体系。

山东舰副舰长徐英
说，实现舰载机夜间技术
的突破，掌握夜间着舰技
术，意味着具备了全天候，
尤其是在夜间和复杂气象
条件下执行任务的能力。

夜间空中伙伴加油、
海上超低空突防、舰基空
海对抗训练……为了缩短
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一批批舰载机以身试险，
和航母共同托起编队战斗
力的“飞行高度”，在海天
之间制胜未来战场。

据央视新闻

2022年6月17日

福建舰下水
福建舰是我国第三艘航空母

舰，也是我国第二艘国产航母，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下水，被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舷
号为“18”。

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
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
8万余吨。目前福建舰正在开展一
系列装备安装和调试工作，相关系
泊试验等任务也在同步有序推进。

2019年12月17日

山东舰入列
2017年4月26日，我国首艘国

产航母下水，并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入列。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命
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
舰”，舷号为“17”。

山东舰是我国自主设计、自
主配套、自主建造的首艘航母，有
20多层楼高，300多米长。舰上共
有 3000 多个舱室，社区化高效管
理。山东舰的入列标志着人民海
军进入“双航母时代”。

2012年9月25日

辽宁舰入列
2012年9月25日，我国第一艘

航空母舰入列。这艘航母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
号为“16”。

其前身是苏联海军的库兹涅
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次舰瓦良格
号。1999年，中国购买瓦良格号，
于 2002 年 3 月 4 日运抵大连港。
2005年4月26日，开始由中国海军
继续建造改装。

辽宁舰全长300多米，宽70多
米，满载排水量6万余吨。

据央视新闻

服务民族复兴 促进人类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开展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
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
想为指引，中国外交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
条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世界大变局中开
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
造力显著提升。

十年三航母下水

10年来，我海
军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改装
到国产、从滑
跃到弹射的升
级跨越，迈入
“三航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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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

以最坚定决心
打击“台独”分裂活动
新华社联合国9月24日电 当地时间2022年9

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
席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

王毅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站在团结合作一边，
站在时代潮流一边，站在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一
边。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热点问题
的斡旋者。

王毅强调，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的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
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全体中华儿女追求祖国统一的
努力从未停止。一个中国原则业已成为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王毅表示，中国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而为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以最
坚定决心打击“台独”分裂活动，以最有力举措排除外
部势力干涉。只有依法坚决制止分裂，两岸和平统一
才有现实基础；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台海才能真
正迎来持久和平。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都必将
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
的行径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

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南海某海域进行补给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南海某海域进行补给。。 资料图资料图//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