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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大华·锦绣海岸G1002项目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3〕409号

大华·锦绣海岸G1002项目位于
海口市滨海西路南侧，项目于2017年
8月批建。该项目变更方案对建筑布
局、建筑单体平面及建筑外立面造型
进行调整。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3
年7月4日至7月17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
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
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
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
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
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
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7月3日

新华社北京 7月 3日电（记者邵艺博）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3日表示，在法国受骚乱波及的中国

旅行团游客现已提前结束法国行程并安全回国。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6月
30日，法国马赛发生一起中国旅行团大巴遭砸的

事件。发言人能否介绍事件最新处理情况？对在

法中国公民有何建议？

汪文斌表示，近期，外交部和驻法国使领馆密

切关注在法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及时发布提醒，采

取措施保障在法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一

中国旅行团在法国马赛旅游期间受骚乱波及，所

乘大巴车窗被砸，数人受轻伤。中国驻马赛总领

馆立即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协助旅行团报警

并开展紧急处置，向法方提出交涉。该团游客现

已提前结束法国行程并安全回国。

汪文斌说：“我们再次提醒在法中国公民密切

关注当地治安形势，谨慎外出，远离游行示威及暴

力冲突区域，加强安全防范。如遭遇意外，请及时

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法国使领馆求助。”

据新华社电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自 7月 1日
起施行。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

理人，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等行为明确为间谍行为。适

度扩大相关主体窃密的对象范围，将其他关系国

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纳入保

护。进一步完善安全防范规定，明确国家机关、社

会组织等反间谍安全防范的主体责任。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起航 执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杭州 7月 3日电（黎云
徐巍）3日上午 10时，中国海军“和平

方舟”号医院船从浙江舟山某军港码

头解缆起航，远赴基里巴斯、汤加、瓦

努阿图、所罗门群岛、东帝汶等5国执

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这是“和

平方舟”号医院船第9次执行“和谐使

命”任务，也是中国海军舰船首次访问

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并开展人道主

义医疗服务。

根据任务计划，“和平方舟”号

医院船将先后停靠基里巴斯塔拉瓦

港、汤加努库阿洛法港、瓦努阿图维

拉港、所罗门群岛霍尼亚拉港和东

帝汶帝力港，每次靠港都将采取船

上诊疗和医疗分队前出巡诊的方

式，开展为期 7天的医疗服务，免费

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

侨等群体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治，

还将与相关国家开展拜会交流、专

业研讨等活动。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

设计建造的首艘制式远洋医院船。自

2008年入列以来，该船以“和谐使命”任

务为主要载体，多次远赴海外开展人道

主义医疗服务，先后到访43个国家和地

区，服务25万余人次，实施手术1500多
例，总航程26万余海里，荣立集体一等

功2次。2019年，中宣部授予该船“时

代楷模”称号。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起航
执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

外交部发言人：

在法国受骚乱波及的
中国旅行团游客
已安全回国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
7月1日起施行

7月 3日在广州广汽埃安第一智造中心拍摄
的作为中国第 2000万辆下线的新能源汽车的昊
铂GT。

当日，中国新能源汽车第2000万辆下线活动
在广州广汽埃安第一智造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7月 4日在北京以

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上海合作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

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幅员最为辽阔的地区合作

组织。多年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

上合组织，始终强调坚定秉持和弘扬

“上海精神”，为上合组织同舟共济凝

心聚力，为上合组织发展壮大擘画蓝

图，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锚定

前路航向。

弘扬“上海精神”
为上合组织发展培土夯基

“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

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

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

五年前的黄海之滨，习近平主席在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提出构建上海合作

组织命运共同体，“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共同理念”被写入青岛宣言，成为上合

组织重要的政治共识和努力目标。

“过去我们践行‘上海精神’取得

巨大成功，未来我们还要秉持‘上海精

神’一路前行。”

一年前的古丝路重镇撒马尔罕，习

近平主席总结上合组织的成功经验

——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

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

义，为上合组织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面对复杂深刻演变的国际形势和

重大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以“中国

方案”不断丰富和完善互信、互利、平

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时代内涵。

从提出中方的发展观、安全观、合

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到构建“卫

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

同体”“人文共同体”，再到阐述提出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要旨所

在……习近平主席始终倡导在“上海

精神”下，在人类共同发展的宏大格局

中推动上合组织行稳致远。

亚欧大陆各国，交往历史悠长，发

展任务相似，命运紧密相连，各国携手

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

体，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蓬勃动力。

从商签《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协

定》，到倡议制定《上合组织成员国长

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 5年实施

纲要，再到推动成员国元首发表关于

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维护国际粮食安

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安全稳

定多元化等重磅声明……习近平主席

推动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内涵不断丰

富，团结各方发出紧密合作、应对挑

战、携手向前的时代强音。

正如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所言，

上合组织将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

文明传统、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凝聚

在一起，这得益于“上海精神”。“上海

精神”已成为本组织发展的生命之源

和不竭动力。

引领务实合作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动力

多年来，上合组织从安全与经济

合作的“双轮驱动”到“四个共同体”多

轨并进，聚焦和平与发展，走出了一条

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之路。

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的立足根

基。从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共同遏

制毒品传播，到举行联合反恐军演、确

立各级别会晤机制，再到发挥“上海合

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阿富汗邻国

协调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推动解决阿

富汗问题，上合组织化解安全风险的

能力不断提升。

互利务实合作为上合组织发展提

供稳定动能。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

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倡议。十年来，上合组织已成

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所涵

盖地区的国家从项目合作迈向发展战

略对接，从双边合作拓展到多边合作，

区域经济活力得以激发，地区国家协

同发展前景广阔。

去年9月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

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

兹谈到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增添新动

能，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

日勒苏赫会晤探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规划完善欧亚大陆运输大通道建设

……在各国元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

领下，“一带一路”倡议与上合组织发展

理念深度融合，各国战略对接不断推

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建设成果显著。

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推进，中

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和中哈、中俄原

油管道建成运营，中欧班列常态化高

效运行，上合组织区域内初步形成涵

盖公路、油气管线和铁路的复合型基

础设施网络，成员国间的纽带更加紧

密。日前，首列中欧班列“上合快线”

商品车整车专列从上合示范区多式联

运中心发出，目的地为乌兹别克斯坦

首都塔什干，亚欧大陆之上穿梭往来

的“钢铁驼队”再添新员。

践行多边主义
树立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签署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义务

的备忘录；启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

国的程序；批准埃及、沙特、卡塔尔，同

意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

甸为新的对话伙伴……在去年9月举

行的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上

合组织迎来新一轮最大规模扩员，再

次彰显出“上海精神”的生命力、凝聚

力和吸引力。这次扩员也再次表明，

上合组织不是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而是开放包容的“大家庭”。

“越来越多国家申请加入‘上合大

家庭’，充分表明上海合作组织的理念

深入人心，发展前景被广泛看好。”习

近平主席这样阐述上合组织扩员的重

大意义。

语言年、文化年、旅游年、青年节

等活动相继举办，中亚地区首个鲁班

工坊为塔吉克斯坦源源不断输送专业

人才，上合组织人文合作之树枝繁叶

茂。捐献“熊猫血”的鲁斯兰、一句“我

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感动无数中国

人的马文轩、二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在

中国行医的哈萨克斯坦眼科医生卡培

拉别科夫……这些故事无不证明上合

组织是一个相知相亲、互美互鉴的温

暖大家庭。

从最初 6个成员国，到如今涵盖

26个国家，上合组织发展成为新型国

际组织，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

展道路差异，坚持平等相待，倡导多边

主义，树立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纷繁

复杂的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为维护

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重要力量，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澎湃动力。

面对新冠疫情这场席卷全球的公

共健康危机，中国以实际行动凝聚起

“同呼吸、共命运”的“上合力量”。在

中方推动下，各国就加强在大数据、人

工智能、绿色基建、应对气候变化、维

护国际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达

成一系列新共识。面对危机与挑战，

中国推动上合组织不断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方愿同

其他成员国一道，积极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助力地区国家发展繁荣，推动构建更

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携手

开创亚欧大陆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 7月 3日电 记者赵
嫣 何梦舒 朱瑞卿）

携手向亚欧大陆的美好未来进发
——习近平主席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中国新能源汽车
第2000万辆下线
活动在广州举行

银河观赏渐入佳季

科普专家详解
人类如何探秘银河
新华社南京7月3日电（记者王珏玢 朱筱）7、

8月份是银河观测佳季。此时如果夜间天气晴

好，人们抬头就可能看到一道横跨天际的乳白色

光带，这就是银河。从古至今，“身在此山中”的人

类如何探索银河“庐山真面目”？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

现代天文学者普遍认为，银河系是一个盘状的、带

有旋臂结构的、密集的恒星群体，是宇宙数万亿个

星系中的一员。但由于人类身处银河系中，始终

无法看到银河系的全貌，对银河系的认识经历了

漫长的过程。

人类对于银河系的科学认识，最早可以追溯

到17世纪初。1610年，伽利略首次利用望远镜观

察银河，发现银河是由大量恒星组成的。18世纪

末，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自制一批望远镜观

星，并首次尝试描绘银河系的形状和太阳在银河

系中的位置。但在当时的观点看来，银河系是扁

盘状的，太阳位于银河系的中心。

“下一位颠覆人类对银河系认知的，是美国天

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当他在20世纪发现仙女座

大星云是银河系之外的另一个星系后，人们才真

正意识到，人类所处的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只是

宇宙无数星系里的一员。”王科超说。

进入21世纪，各国科学家继续尝试构建更精

确完整的银河系“地图”。2011年起，我国自主设

计的郭守敬望远镜开始先导巡天，天文学家为银

河系重新画像，发现它比原来认识的大了一倍。

2013年，欧洲航天局发射“盖亚”探测器，到 2022
年，其收集到的约20亿颗恒星数据形成了新的银

河系多维地图。

“近年来，天文学家还综合利用各种探测数

据，还原出银河系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形成演化

图像，重新描绘了银河系旋臂结构。随着人类认

知边界不断拓展，对银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

之中。相信终有一日，人类可以拨开云雾，绘出银

河系的‘庐山真面目’。”王科超说。

7月3日下午，第三届文明交流互

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开幕，习近

平主席发来贺信。包括多国政党政

要、汉学家等在内的约 400位中外嘉

宾，围绕习近平主席贺信和文明交流

互鉴的中国主张展开热烈交流讨论。

与会人士纷纷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贺信，指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

重要意义，展现了中方促进人类文明

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

诚愿望，为更好融通中外文明、增进

理解友谊合作指明了方向。各方愿

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携手绘就人

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在人

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

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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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强调了不同

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体现了

对这一现代社会关键议题的深刻洞

悉。”在开幕式现场聆听贺信的马来

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委、国会下议

院副议长刘强燕表示，人类真正的进

步不在于同质化，而在于促进不同文

明交流互鉴。要克服各类全球性挑

战，共同走上现代化道路，必须尊重

世界文明多样性及其对应的发展模

式的多样性。

从参加 6月 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到参加这次文明交流互

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中

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感触颇

深。他表示，习近平主席对文化文明

的思考，一方面是充分看到中华文明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作

出的独特贡献，展现强烈的文化自

信；另一方面着眼于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课题，不断推动文明交流

互鉴。这正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美美

与共，天下大同”。

“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三个多月

后，中方举办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

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习近平

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展现了中国

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

明进步的决心。”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副会长徐里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全球性挑战层

出不穷。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不同国

家间的坦诚交流和互学互鉴，才能让

各个文明的智慧充分迸发出来，为解

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

贡献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方

愿同各方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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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促

进人类文明进步。

2015年 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全人类

共同价值；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郑重提出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以来，习近

平主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的文明理

念，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推动人

类文明永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高于

其他文明，沉溺于文明优越论势必会

造成冲突。”中非共和国团结一心运

动全国执行书记、国民议会议长萨兰

吉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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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且珍贵的观点。

他提议现场所有人都为习近平主席

贺信所表达的观点鼓掌，全场随即响

起热烈的掌声。

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

蒂诺斯说，感谢习近平主席一直以来

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重视与

大力支持。“我十分赞同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与联合

国文明联盟的工作有许多相通之

处。”他表示，相信这一倡议将有力推

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对话。

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在视频

致辞中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要

意义。我们应当记住，全人类命运与

共。只有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团结起

来，人类才能共同进步。如果我们尊

重所有的文明，就能共同建设以理解

与和平为标志的人类文明。

贺信中，习近平主席殷切希望各

国汉学家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

为沟通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友谊合作

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

“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汉学家的工

作高度重视，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

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在从事汉学研

究的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澳大利

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说，中华

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中国的过去与现

在都值得深入了解。尤为值得一提

的是，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取得了引人

注目的现代化成就，其中所展现的独

特智慧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学习。

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对各国汉

学家的亲切勉励，俄罗斯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教授罗季奥诺夫深受感

动。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现当代

文学译介出版工作，在文化交流与

文明互鉴中收获颇丰。他表示，学

习汉语、研究中国，对汉学家来说不

只是职业使然，更是一种神圣使

命。他将继续促进中国人民与俄罗

斯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当好“融通

中外文明的使者”。

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说：

“作为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

种子基因库，中国国家版本馆将以习

近平主席贺信精神为指引，不断加强

与各国汉学家人文交流合作，持续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为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7 月 3 日电 记者

杨依军 冯歆然 温馨 曹嘉玥）

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习近平主席致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贺信引发与会人士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