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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

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

7 月 8 日至 9 日，2023 年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来自海内

外的嘉宾围绕“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主题，共商生态

文明建设。

记者走进论坛深入采访，探寻生态文明

建设新亮点。

“绿”连中外精彩纷呈

自 2009年举办以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长期致力于推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传播与实践探索，已经成为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2022 年，贵州森林覆盖率达 62.81%，中

心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99.1%，绿色经济占比达 45.5%。

今年，论坛聚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理论与实践”“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与污

染防治”“国际交流合作”4个板块，邀请 50余

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中国气

候变化蓝皮书（2023）》等一系列理论研究成

果，成立贵州省绿色气候基金会。

在绿色创新产品展馆内，各种绿色生态

技术工艺产品吸引了不少观众。据组委会

统计，近 300 家企业中包括世界 500 强企业

9 家，中国 500 强企业 21 家，集中在环保科

技、绿色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

车、生态农业产品等领域。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局长谢强介绍，论坛

上，贵州面向国内外发布了 220 个绿色产业

招商项目，涵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等项目，拟引资规模达1298.82亿元。

践行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

论坛上，众多嘉宾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交流。

“波兰家园”公民协会主席塔杜施·加耶夫斯基认为，绿水青山

是人民幸福生活重要内容。在他看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

文明思想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有

机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

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曾贤刚说，“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

念。我们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破坏了生态环境，要实现绿色

可持续发展。

今年 6 月 28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将 8 月 15 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中国积极提升全社会生态文

明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以“绿”为媒凝聚共识加强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辰昕介绍，我国新能

源 汽 车 产 销 规 模 连 续 8 年 居 全 球 第 一 ，保 有 量 超 过 全 球 一

半。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 12 亿千

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和在建核电装机规模

均居世界第一。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

的共同梦想。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表示，只有我们携起手

来，才能推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保护我们的地球。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生态环

境 部 部 长 黄 润 秋 说 ，当 前 ，中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已 经 进 入 以

降 碳 为 重 点 战 略 方 向 、推 动 减 污 降 碳 协 同 增 效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面 绿 色 转 型 、实 现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由 量 变

到 质 变 的 关 键 时 期 ，希 望 同 各 方 一 道 ，为 推 动 全 球 经 济 社

会绿色低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骆飞、向定杰

（新华社贵阳7月 9日电）

祁连山下，河西走廊，巍巍雄关，浩气

荡荡。

2019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嘉峪关，察看关城并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

绍。他强调：“当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

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

想起万里长城。长城、长江、黄河等都是

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重要标志。”

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

它和附近的长城墙体、壕堑、关堡、烽火台

等共同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被称为

“天下第一雄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要做

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

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近 年 来 ，甘 肃 深 入 挖 掘 长 城 文 化 价

值，加强对长城文化内涵的阐释，在保护

基础上传承与创新，以时代精神赓续中华

文脉。

登 关 城 ，感 悟 长 城 精 神
生生不息

嘉峪关关城是我国首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 世纪 80 年代被列入中国首

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嘉峪关境内

留存有长城墙体 43.62 千米，壕堑 12.94 千

米，关堡 8座，烽火台和敌台 49座。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嘉峪关

关城考察时，拾阶登上城楼，仔细察看关

城布局。

只见城内有城、城外有墙、墙外有壕、

层层设防、布局严密，不愧为“天下第一雄

关”。举目远眺，祁连山巅白雪皑皑，河西

走廊绿意盎然。

总书记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

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

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今天，人们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仰观

城楼，只见飞檐斗拱，“天下第一雄关”的

巨大牌匾高悬城门之上，历史厚重感扑面

而来。拾阶而上，放眼望去，长城在茫茫

群山间蜿蜒前行。硝烟已散，嘶鸣不再。

轻抚一砖一瓦，感受数百年前的雄浑气势

延续至今。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何

双全说：“嘉峪关关城与它身后的万里长

城，不仅是一项军事工程，更承载了数百

年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们

一同凝结成中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伟大

奇迹的动力源泉。”

关 城 脚 下 ，坐 落 着 我 国 第 一 座 以 长

城 历 史 文 化 为 陈 列 主 题 的 专 题 性 博 物

馆 ——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烽火台造型

的博物馆主体建筑古朴而厚重，与古老雄

关相互映衬。博物馆内序厅墙壁正中，一

幅 220 余 平 方 米 的 大 型 油 画《长 城 万 里

图》，把我国东、中、西部的长城主要景观

浓缩其中，气势恢宏；以“中华之魂”为主

题，2200 多件（套）珍贵馆藏随着历史脉络

次第铺陈：镇馆之宝“长城工牌”佐证了长

城分工段逐级承包的修筑模式；出土于玉

门汉长城烽燧的木觚，通体汉隶 212 字，向

人们诉说着历史沧桑……

“长城历史的跌宕沉浮在这里汇集，

我从中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雄浑

壮阔，不由自主地感到自豪。”来自兰州的

初中教师崔雅文在参观关城和长城博物

馆后感慨道。

护文脉，让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活起来

嘉 峪 关 关 城 以 北 ，黑 山 山 脉 绵 延 起

伏。从高空俯瞰，一条黄色“巨龙”沿着山

巅一路俯冲而下，与关城相互连接。这便

是被人称为倒挂悬臂的“悬臂长城”，是嘉

峪关长城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百

年，其高大墙体、城垛仍巍然屹立在山巅。

长城岿然屹立，背后是文物遗产保护

工作的创新发展，是一代又一代长城人的

接力守护。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建

设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守护好中华文脉。

在漫长历史岁月中，长城饱经风雨侵

蚀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及人为损害，墙体根

部酥碱、墙面掏蚀凹进、表层夯土风化、裂

隙等病害多发。

当前，“PS 材料”（一种高模数的硅酸

钾溶液）墙体保护维修等多项技术的创新

使用，使得长城文物筋骨健硕，容颜一新。

为了将不可再生的长城文物资源转

化为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据资源，

甘肃多地文物部门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

遥感测绘等技术，对长城本体及周边环境

进行数据采集和三维重建，掌握长城局部

遗产的变化趋势。

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文化

遗产监测中心主任许海军说：“只有切实

加大保护力度，赋予长城新的生命力，让

文化精髓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才能不断

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源源不

竭的强大动力。”

数百年的“活历史”在嘉峪关焕发新

的生机。

近年来，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大力举办

系列研学活动，并邀请长城专家学者走进

校园。“小小一块砖，构造一座城”等专题

讲座，让长城文化知识入脑入心。

关城景区内，针对青少年组织的“我

在嘉峪关修长城”“我在长城博物馆修文

物”“小小长城讲解员”等研学活动，让学

生实地了解长城营建历史，体悟长城文化

精神。

“参加这些研学活动，让我了解了很多

长城知识和英雄事迹。我会尽自己的努力

守护好长城，讲好长城文化故事。”嘉峪关

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仲帅丞告诉记者。

汇古今，包容统一构筑共有
精神家园

扼守河西走廊枢纽，嘉峪关关城静静

矗立数百年。它曾阅尽游牧文化与农耕

文化的交汇，也曾见证中华民族与西方世

界经由古丝绸之路的交融。

如今，华夏大地上历史文脉融入现代

生活，山水人文交汇成现代宜居之地，承

载着不同民族共同的荣誉与梦想，迸发新

的活力，走向更远的未来。

关城景区内，以长城文化和边塞英雄故事

为蓝本的中国首部长城史诗剧《天下雄关》正

在盛大演出，张骞、霍去病、玄奘等丝路先贤、

英雄的故事，让观众产生跨时空的精神共鸣。

近年来，嘉峪关聚合长城文化、边塞

文化、丝路文化等元素，打造新的长城文

化 IP，并和古老的关城形成了“一动一静、

一古一今、一新一旧”的文旅产业格局。

漫步景区，驼铃清脆，马蹄声声，回荡

于巍峨的城楼、苍茫的戈壁，似从千百年

前传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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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源自中华民族追

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文明因交

流 而 多 彩 ，因 互 鉴 而 丰 富 。 继 续 秉 持 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保护好民

族象征，传承好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才能

生生不息，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勋

说 ，嘉 峪 关 将 立 足 守 住 长 城 文 化 精 神 根

脉，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不断探索

和创新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以文化

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记者 向清凯、马维坤、姜伟超、王铭禹）

（新华社兰州7月 9日电）

嘉峪关长城：守护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生生不息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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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9 日正

式对外发布，这是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

首部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有利于完善

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将私募投资基金业务

活动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进行监管，

对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发展、防范化解

风险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亮点一：
全面夯实私募基金法治基础

近 年 来 ，我 国 私 募 基 金 行 业 发 展 迅

速，从一个“小众行业”发展为我国金融体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在 提 升 直 接 融 资 比

重、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满足

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5 月，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 2.2 万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

基金 15.3 万只，基金规模 21 万亿元左右，

居全球前列。

私募基金主要分为私募证券基金、私

募股权基金（含创业投资基金）两大类。证

券投资基金法主要对私募证券基金的监管

作了规定。长期以来，私募股权基金的监

管上位法依据不足，对其规范主要依赖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自律规则，监管执

法依据和手段相对欠缺。随着资本市场改

革深化以及行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到了需

要重视并纳入上位法调整的阶段。

条例明确将契约型、公司型、合伙型

等不同组织形式的私募证券基金、私募股

权基金均纳入调整范围，解决了私募股权

基金上位法依据不足问题，为其提供更加

充足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有利于促进

私募股权基金规范健康发展，推动资本市

场高质量发展。

亮点二：
完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

近年来，监管部门对私募基金行业积

累了一定的监管经验，同时通过处置阜兴

系、金诚系等重大风险事件，进一步摸清

了私募基金行业存在的主要风险和突出

问题。条例在系统总结监管经验、行业规

范等基础上，着力推动私募基金行业规范

健康发展。

强化源头管控。条例以规范私募投

资 基 金 管 理 人 及 其 控 股 股 东 、实 际 控 制

人、普通合伙人等为着力点，抓住募集资

金、投资运作、信息提供等关键环节，强化

风险源头管控。比如，禁止公开或变相公

开募集资金，禁止突破人数限制，禁止公

开宣传推介，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

划定监管底线。条例加强对私募基

金管理人、托管人以及私募基金服务机构

等主体从事私募基金业务活动要求，落实

穿透监管要求，不断优化私募基金整体生

态；明确证监会监管职责及监管措施等，

对 规 避 登 记 备 案 义 务 、挪 用 侵 占 基 金 财

产、实施“老鼠仓”、利益输送等行为加以

规范，加大惩处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发

展营造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

对 创 业 投 资 基 金 实 施 差 异 化 监 管 。

创业投资基金是实现技术、资本、人力等

创新要素与创业企业有效结合的投融资

方式，其风险外溢性相对较小，在投资阶

段、投资期限、投资对象、退出机制等方面

具有一定特殊性。

条例对创业投资基金作出区别于其

他私募基金的差异化监管安排，比如对符

合条件的创业投资基金在登记备案、资金

募集、投资运作、风险监测、现场检查等方

面 实 施 差 异 化 监 管 ，对 主 要 从 事 长 期 投

资、价值投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的创业

投资基金在投资退出等方面提供便利等。

亮点三：
支持发展与强化监管并重

支持发展与强化监管是促进私募基金

行业健康规范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近年来，私募基金在服务实体经济、支

持创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

2022年末，私募股权基金在投中小企业项目

8.5万个，在投本金2.59万亿元；在投高新技

术企业5.9万个，在投本金2.62万亿元；在投

初创企业2.7万个，在投本金5443亿元。

条例充分考虑私募基金的特点及其创

新发展的需要，既对私募基金“募、投、管、

退”提出全链条监管要求，又强调发挥私募

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科技创新等

作用，做到支持发展与强化监管并重。

一是条例总则明确提出“国家鼓励私募

基金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发挥服务实体经济、

促进科技创新等功能作用”，有利于凝聚各方

共识，共同优化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环境。

二是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专章，明确创业

投资基金应当符合的条件，实施差异化监管

和自律管理，明确国家对创业投资基金给予

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投早投小投科技”，

鼓励长期资金投资于创业投资基金。

三是对母基金等合理展业需求豁免

一 层 嵌 套 限 制 ，有 助 于 行 业 引 入 长 期 资

金，更好发挥私募基金在促进直接融资和

支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证监会表示，将扎实推进条例落实工

作，抓紧完善配套办法和规则，进一步细

化具体监管要求，引导私募机构不断提升

合规风控水平和专业管理能力，切实发挥

私募基金高效对接投融资需求的积极作

用，实现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功能的有

效发挥。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新华社北京7月 9日电）

完善监管制度 规范行业发展
——解读私募投资基金监管条例三大亮点

上半年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17.7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 （记者樊曦）记者 9 日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7亿

人次，其中 4、5、6 月份旅客发送量快速攀升，较 2019 年同期分

别增长 7.6%、5.6%、4.8%，4 月 29 日发送旅客 1966.1 万人次，创

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上半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平稳向好，铁路客流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全国铁路日均开行

旅客列车 9311列，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1.4%。

上半年，铁路部门持续优化区域客运产品，便利人员交流

往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列车 1 月 15 日分阶段恢复开行以来，

目前已覆盖内地 49 个城市 68 个车站，每日开行跨境列车达

182 列，双向客流持续走高，截至 6 月 30 日累计发送跨境旅客

608.7 万人次。中老铁路 4 月 13 日首开国际旅客列车以来，截

至 6月 30日累计发送跨境旅客 3.3万人次。

7 月 8 日，小朋友在贵州省镇远县羊坪镇一家

水上游乐园戏水游玩。 新华社发（唐 鹏摄） 7 月 8 日，游客在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大浦乡村世界的海啸馆戏水游玩。新华社发（肖本祥摄）

炎炎夏日，人们戏水游玩，乐

享清凉。

盛夏戏水
乐享清凉

（上接第1版）

老百姓的口碑，往往是沧桑巨变中里程碑的缩影。人群

中，喊出“幸福！”“开心！”的由衷之语。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文经济，归根结

底是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应由之路，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

实践。

见到总书记时，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正在创作的作

品是“太平鸟”图。她说，取的是“太平盛世”的美好寓意。

如今，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图景正徐徐展开。

一个五千年的文明走向现代化，必然是渊源有自、匠心独

运，必然需要当代中国人汲古润今、守正开新。

车辆驶离苏州工业园区，遥见金鸡湖畔，“东方之门”高高

矗立。“当高楼大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

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总书记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回响

在耳畔。

透过“东方之门”，历史、现实、未来交相辉映，一派潮起东

方万象新的恢弘气象。 （新华社苏州7月 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