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北京12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
话，强调政党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
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志存高远、敢于
担当，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中国共产党将一
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发展、文明交流
互鉴作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共十九大规划了中国从现
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中方愿同
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政
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年终岁末，来自
世界各国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齐
聚北京，共商合作大计，充分体现了大家对人
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的关心。
习近平指出，今天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

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前所未有。
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

念，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而努力。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
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4年来，共建“一
带一路”已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
合作平台。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
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

全格局；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

荣的世界，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让发展
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我们
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坚
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各
种文明和谐共存；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
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
理念，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格局在变，发展格

局在变，各个政党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自
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
起。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
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
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
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
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我
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

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我们不“输入”外国
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

制”中国的做法。
第一，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

安宁作贡献。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全
球伙伴关系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

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
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倡议
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第二，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
发展作贡献。中国共产党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
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
各国人民造福。根据中共十九大的安排，到2020
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中国将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中国
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这将造福中国人民，也将造福世界各国
人民。我们倡议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为世
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
发展繁荣。

第三，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作贡献。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
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
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中国共产党

将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
民的文明创造，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
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
文往来和民间友好。未来5年，中国共产党将向
世界各国政党提供1.5万名人员来华交流的机
会。我们倡议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

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

习近平强调，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愿同
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治国经验，
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
世界。

开幕式前，习近平与外方主要嘉宾握手并
合影留念。

开幕式后，高层对话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议。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缅甸国
务资政昂山素季，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
会主席团副书记热列兹尼亚克，美国共和党全
国委员会司库安东尼·帕克，埃塞俄比亚人民革
命民主阵线副主席、政府副总理德梅克在全体
会议上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习近平关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主张，

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
沪宁出席开幕式及第一次全体会议。

丁薛祥、杨洁篪、杨晓渡、陈希、黄坤明、蔡
奇等出席相关活动。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
责任”为主题，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
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共600多名中外方代表与
会。

·微 言·

综合

【人物】 民间音乐传承人申嘉彤

【事件】 山西姑娘申嘉彤从小学音乐，爱好民间

音乐和传统乐器。上大学专门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后，她

更四处寻访山西的民间音乐传承人，拜师讨教，想为流

传几百年的山西民间音乐留存更多资料，让传统民间

音乐绽放时代光华。“非遗”项目兴县香坊戏传承人白

爱明被申嘉彤的努力感动，决定将香坊戏的剧本、曲谱

等珍贵资料传给她。申嘉彤也由此成为最年轻的“非

遗”传承人之一。申嘉彤还希望以香坊戏为题，写一篇

探究山西民间音乐发展和传承的论文。

【点评】 什么是时髦？如何追求时髦？追求什么样

的时髦？申嘉彤说，“我要做个不一样的‘90后’”。因为

从小就热爱音乐，始终秉持传承民间音乐的情怀，学习

并传承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成了她的“时髦”，让人由衷

感佩与赞叹。

文化传承要“说”，更要“做”。无论是“传”还是

“承”，都是动词而不是名词。“非遗”保护，相较于理念

上的重视，身体力行的实践更重要。像申嘉彤那样，在

别人忙着过节时，她能带着笔和本，想方设法地采访民

间艺人，这种言行合一的精神就是文化传承的最好姿

态。只有在理念的基础上，往实践的方向更进一步，时

间才会给我们留一扇门。

传承，正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要“传”得下来，就得

为那些即将消散的艺术争取时间。为何在文化保护中，我

们会用到“抢救”一词？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看起来或

许有些过时的文化艺术，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会不会再次

被激活，产生影响民族、影响人类的新价值。只有尽力保

存，向未来争取时间，才有新的可能。即使不能活态留存，

能多留存相关的文字与音像资料，也就多一分可能。毕

竟，我们对于“失传”的喟叹已经太多了。

要“承”得起来，就得为那些尚在生活中的文化艺

术注入时间元素。科班出身的申嘉彤说，她在学校做了

尝试，把民间音乐的一段旋律一段唱腔引入流行音乐，

同学们的反响很不错。这种尝试庶几近之。传承从来不

是一成不变，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脉络。在时间上，与

未来最接近的总归是当代。“承”的过程，不必也不能回

避当代、回避新、回避变。

我们期待，在文化传承与时间的较量中，有更多像

申嘉彤这样的青年加入。惟其如此，时间才

能为我们开拓更宽阔的路。

转自《人民日报》

高层动态

彤旭黄：辑编内国·际国
2017年 12月 4日

3版 星期一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及第一次全体会议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2月3日上午在浙

江省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大会的

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国

际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界人士表

示诚挚的欢迎，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深

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交流合作，让互联网发展成

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据新华社

刚刚落幕的第二届喜马拉雅FM“123知识

狂欢节”，从12月1日开始到3日21时，消费总额

已达1.7亿元，知识经济的热闹可见一斑，也从侧

面反映了当下社会高涨的学习热情。

如今，终身学习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学习者

职业、年龄迥异，求学或出于兴趣，或为了学门

手艺，方式有线上也有线下。在农耕时代，一个

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

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

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

时代前进的脚步。今天我们怎样学习？不妨听文

化版细细道来。

———编 者

“一起建设一所终身学习大学”。每次打开

“得到”APP，都能看到这句口号。这个由罗辑思

维团队推出的主打知识服务的APP，发布一年就

收获了736万用户，“得到”为这个群体勾勒的画

像是“终身学习者”。

类似的知识服务平台还有许多：喜马拉雅

FM、知乎、分答……随着移动互联赋予学习无

限可能，一些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碎片化学

习能真正学到东西吗？知识分享者说的靠谱吗？

内容太多能坚持学完吗？

实际上，这些疑惑并不是知识经济兴起之

后才出现的，只是在这个场景下被放大了。不管

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学习的本质不会改变：通

过阅读、听讲、思考、研究、实践等途径获得知识

或技能。

利用碎片化时间也能进行系统化学习
“对很多人来说，现在只有碎片化时间能用

来学习”。飞亚是一名媒体从业者，在地铁上或

者走路时用手机听堂线上课，是她习以为常的

一种学习方式。

数据显示，像飞亚这样的上班族是知识付费

的主力军。为了击中用户痛点，短时间、高浓度、纯

干货成为不少知识产品的卖点，也引发了质疑。

“每天五分钟，解决一个商业问题”“每天十

分钟，为你汇报全球头条”“让你用短短十五分

钟，了解全球知识的精华和最新动态”……碎片

化时间里的知识碎片，能学到东西吗？

“如果连碎片化时间都不利用，不开始学

习，那不是更糟糕？”飞亚反问道。

其实，学习本身就是一个拼凑知识碎片的

过程。例如，提起物理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不是摩尔定律、加速度等一连串名词？回想学生

时代，每门课程的学习都是从一个个概念开始

的，零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才能搭建起完整的

知识框架。即便选择看书学习，如果不是一口气

读完整本书，内容的获取不也是碎片化的？都要

通过知识复盘，将碎片化内容系统化。

因此，利用碎片化时间也能系统化学习，关

键得看学习内容设计、有无学习计划。

“线上课程的内容设计有自己的节奏，比如

每天20分钟，这个碎片只是把学习的知识量和

体量，按照学习的步骤切碎了给你。”喜马拉雅

FM副总裁周晓晗说。一期期节目就像书本的一

个个章节，只要坚持听完，不断累加，就能拼出

特定领域的完整拼图。“学习者知道每天自己有

多少碎片化时间，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时间制订

学习计划，所以从整体来看，学习是完整的。”周

晓晗说。

受众和市场是最好的内容检验者
知识经济的这轮风口，将一大批知识分享

者推到台前。他们的身份很多元，既有高晓松、

郎朗等明星人物，也有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北

大教授薛兆丰等学界大咖，还有不少“素人”，也

借助平台，尝试在细分化的领域中收获受众。

知识付费市场的火热一时无二，有人将其

同粉丝经济画上等号，质疑自带流量的大咖内

容掺水，也有人心怀疑虑，担心知识分享者身份

不够权威，内容也未必靠谱。

这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我们会为什么样

的知识付费？

内容良莠不齐的问题早在各式各样的知识

付费平台出现前就已经存在。每年，大批图书、

论文等出版、发表，面对数量庞大的内容生产，

没有人能保证产出即精品，现在的知识产品也

不例外。

不过，学习者，或者说当下这些为知识付费的

消费者，眼睛是雪亮的。虽然各有各的判断标准，

但共识很明确：通过筛选，为需要的好内容付费。

第一次收听《卓老板聊科技》节目前，飞亚

根本不知道卓老板是谁。“听了音频发现他搜索

能力超强，内容也很有趣，就一直追着。” 节目

用“图文+音频”的方式聊科技，科普量子物理，

也讲糖分与肥胖，旨在培养科学思维和独立思

考能力，定价199元/年。

“含金量高的内容才是王道。”周晓晗说。华

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特约咨询

师陈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咖，她开设的音频

课程《如何做一个不焦虑的家长》却击中了很多

家长的痛点，成为百万级别订阅量的节目。

“订阅节目前，我都会试读或者试听内容。”

飞亚说。是否契合自身需求，这是学习者的判

断。此外，对于平台上的知识产品，知识付费平

台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考量。例如，对自主开设知

识分享的用户设置准入标准、推出产品前筛选

合适的讲课者等。“确定对象以后，我们会跟他

们反复开会讨论，直到确定主题提纲和内容。”

周晓晗表示。

受众和市场是最好的检验者，大浪淘沙后，

好内容自然会被找到，也是最值得关注的。

需求和兴趣是学下去的最主要动力

各大知识付费平台上提供了海量的知识产

品。大部分产品体量都不小，从几十期到几百期

不等，或是要求包年购买，每日更新推送，或是

在课程完结后打包出售。

根据今年3月“得到”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

3月5日，“得到”APP的专栏周打开率为63.1%，专

栏日打开率为29.3%。许多人抱怨，内容太多，更

新太快，订阅了课程套餐，学完的却寥寥无几，

往往半途而废。

飞亚觉得，如果半途而废了，那说明这个领

域的知识并没有令你那么感兴趣或者目前对你

来说不那么重要，这是主观上的选择，跟学习方

式没有多大关系。

的确，知识付费平台带来的是更多元的学

习途径，让更多知识产品走到受众面前。知识产

品内容的优质与否固然会影响完课率，但对学

习者来说，自身的学习需求和对相关领域的兴

趣，才是坚持学习的原动力。

在阅读书籍还是获取知识的最主要途径的

年代，同样有人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在知识

产品繁多的今天，也同样有人一课不落地学完

线上课程，为自己的学习行为负责。由此看来，

知识付费前的筛选与判断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第一季度一份微信公众号调研数据

显示，所有微信公众号的平均打开率只有

4.63%，其中，服务号打开率为11.78%，而被折

叠的订阅号则只有1.31％。当打开率低迷成为

内容生产遭遇的普遍问题，需要付费的知识

产品反而有自己的优势：相较免费内容，付费

行为代表了学习者的选择倾向，也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学习成本，能让学习者更加珍视

内容本身。 转自《人民日报》

时间不完整？内容不靠谱？学习不持久？

我们会为什么样的知识付费

为传统留扇时间的门
□虞金星

7国共同发起倡议

开启“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新篇章
据新华社 12月3日，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中国、老挝、沙特、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

相关部门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

议》，标志着“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开启新篇章。

微笑能打折

12月2日，浙江乌镇，天猫无人超市亮相第四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店里摆放了一台类似平

板的终端，对着它微笑，系统会自动捕捉顾客表情，并根

据情绪幅度，给予不同的优惠。 转自《人民日报》

十八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
六成以上由中国团队研发

据人民日报 12月3日下午，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上，“华为3GPP 5G

预商用系统”“微软小冰———情感计算人工智能”“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摩拜无桩智能共享单车”和苹果公司的

“AR Kit”等18项“黑科技”，引得观众阵阵惊叹。在这18

项成果中，中国团队研发的占六成以上。

第六届中国电影史年会举行
据人民日报 12月2日至5日，第六届中国电影史年

会在重庆举行，本次年会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西

南大学共同主办，主题为“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艺术追

求、文化风貌、家国情怀”。

@重庆晨报【94岁卖菜大爷舍不得吃穿

捐4000元修路建桥】重庆市璧山区丁家街道高

古村94岁的薛于恒大爷，靠卖菜为生，舍不得

吃舍不得穿，连生病了都舍不得去看医生，没

想到村里修路，老人却捐款4000多元。为了节

约15元路费，去村委会办公室的6里路，老人步

行一小时才到达。为了捐钱，他步行了两趟。薛

于恒说，“亏己也不亏他人，有大家才有小家。”

@新华网【八旬老人下车遇尴尬 公交司

机熊抱老人下车】12月1日中午，一名年过八旬

的老人乘坐公交车238路在重庆大渡口钢花车

站准备下车。当老人颤颤巍巍走到后门的时

候，却怎么样也无法走下去，无奈之下开口寻

求帮忙。驾驶员肖清明听到后，赶紧拉上手刹

将车停稳，快步跑到后门，为了确保老人安全，

肖清明一个熊抱将老人直接抱到了人行道上。

他说，人人都会变老，伸手帮忙就是举手之劳，

不值得一提。

12月3日，“以星芝加哥”集装箱船作业中，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单机平均作业效率达到39.6自然箱/小时，创

出全球自动化码头单机平均作业效率最高纪录，且全面超越人工码头作业效率，比全球自动化码头单机平均效率高出

50%。图为“以星芝加哥”轮船在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装卸集装箱。 转自《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