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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第二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嘉宾关注共同话题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出征 上海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集体宣誓

（上接第2版）今年恰逢机制建立
20周年，期待沪港抓住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加强资源

互补、经验互鉴、企业互动，携手

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

献。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是

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希望继续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促进

沪港交流合作，加强经贸往来，促

进双向投资。我们将为各类企业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欢迎香港企

业将上海作为进入长三角及全国

的门户，我们也将继续支持上海

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携手开

拓全球市场，共同实现更大发展。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代表团

荣誉团长尹宗华，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寿子琪参加会见。

抓住发展机遇促进交流合作

（上接第2版）为打造“永不落幕的
展销会”，全市已形成20家百县百

品直营店、20家百县百品生活馆

和174家百县百品专店专柜布局，

一批电商平台设有上海消费帮扶

专区。陈吉宁、龚正询问“百县百

品”在沪销售、市场开拓情况，就

加强供销对接、助力品牌打造、发

展特色产业作了具体了解。陈吉

宁说，消费帮扶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重要举措，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把

“上海所需”与“当地所能”紧密结

合起来，拓展帮扶内涵，创新帮扶

方式，助力对口地区产品找到销

路、企业开拓市场、群众获得收

益。要加强政策引导、用好市场

机制，进一步畅通消费帮扶各个

环节，让更多对口地区的优质产

品进入更大市场、真正打响品牌。

市领导逐一察看了新疆、云

南、西藏日喀则、福建三明、安徽

六安、青海果洛、贵州及遵义、宁

夏、内蒙古等展区，各地区展台上

特色产品琳琅满目。陈吉宁、龚

正与对口地区相关负责同志、援

派干部及参展展商亲切交流，了

解当地特色产品及其生产技术、

市场供需和农户受益等情况。听

到很多展商已是连续多年参加展

销会，带来的“土特产”深受市民

欢迎时，陈吉宁说，“土特产”连接

着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关系着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要做深做透

“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帮助对口

地区更好立标准、提品质、打品

牌，在不断丰富上海市民“菜篮

子”“果盘子”的同时，鼓起对口地

区群众“钱袋子”。要顺应消费升

级新趋势新特点，进一步拓展新

渠道、探索新模式、提供新体验，

推动消费帮扶提级增效。各区和

相关部门要与对口地区加强对

接，加大资源整合、平台搭建、要

素配置、人才支撑力度，推动企业

积极开发适销对路、高附加值的

特色产品，推动当地产业把特色

做特、把优势做优，实现更高质量

更可持续发展。

市领导李政、刘多参加。

做深“土特产”大文章
鼓起群众“钱袋子”

（上接第2版）
陈吉宁指出，中共二十大擘画

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按照

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上海正

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奋力当

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排头兵。我们将聚力深化高水

平改革开放，紧紧围绕“五个中

心”，持续强化“四大功能”，充分激

发现代化建设的澎湃动力。聚焦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融合发展，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和产业生态培育，持续提升

现代化建设的科技支撑能力。聚

效建设人民城市，把最好的资源留

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

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媒体是

现代化理念传播的参与者、现代化

成果展示的推动者、现代化经验交

流的促进者，期待与会嘉宾的真知

灼见为人类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贡献新力量。

慎海雄在作大会发言时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所擘

画的宏伟蓝图中，携手推动现代

化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是媒

体应肩负的使命。我们要担当媒

体责任，共同讲好丰富多彩的现代

化故事。中共二十大闭幕后，总

台先后在全球组织开展了“新征

程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式现代化

与世界”等系列媒体活动，交流探

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与世

界意义。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

“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

选题”。我们要创新媒体传播，共

同构建公正客观、积极健康的全球

舆论生态。我们要深化媒体合作，

共同推动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为

绘就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贡献

更多智慧与力量！

帕维尔 · 涅戈伊察、艾哈迈

德 ·纳迪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

华首席代表史蒂文 ·巴奈特分别

作了大会发言。路透社社长保

罗 ·巴斯科伯特以视频方式作了

大会发言。

论坛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科技应用成果“央视听媒体大模

型”正式亮相，多语种纪录片《解码

中国：非凡的现代化》预告片全球

首发，并发布《中国ESG行动报

告》，推出“何以文明”全球巡展。

论坛开幕前，慎海雄、龚正出

席迎宾晚宴，对中外嘉宾到来表示

热烈的欢迎。龚正在致辞时说，全

球媒体创新论坛是国际媒体深化

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希望大家能

在这里体验到“开放、普惠、共赢”

的喜悦，感受到上海“开放、创新、

包容”的城市品格。真诚期待大家

继续关心支持上海发展，讲好中国

式现代化故事，全面展示人类社会

现代化新图景，为促进文明互鉴、

助力全球共赢作出新贡献。

中外嘉宾还共同参观了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前沿科技展和文创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

博、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崔士鑫、新

华社副社长刘健，上海市领导赵嘉

鸣、李政、华源出席论坛相关活动。

本次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

自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

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230余

人，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参会。

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贡献力量

第二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

在沪举行。此前一晚，来自多个国

家驻沪外交官、媒体代表，以及投资

人与企业家登上“悦星7号”游船，

在浦江晚风吹拂下体会中国文化魅

力，感知中国发展脉搏。

中国发展 世界期待
当浦江两岸的流光溢彩不断映

入眼帘，丹麦驻上海总领事魏鸣珂

不禁由衷感慨，“这是上海最具标志

性的地方。”

对上海城市的历史颇有了解的

魏鸣珂说，“它是传统的，但也是我

在中国见过的最现代化的部分。”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在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旋律中勇立

潮头。国际知名投资人吉姆 ·罗杰

斯至今清楚地记得40年前第一次

来中国时的见闻，他清楚地记得如

今摩天大楼耸立的浦东在当年仍是

一片农田。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我当时

的见闻，因为这是一个如此巨大的

变化。”曾在上世纪80年代骑着摩

托车游览中国，如今仍愿扩大在华

投资的罗杰斯表示，“中国的方向是

正确的，我期待中国与世界继续保

持开放。”

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深厚的文明底蕴、宽广的全球视野，

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

好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交流互鉴 媒体职责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

媒体如何沟通中外，增信释疑，也是

与会各方共同关注的话题。前晚举

行的“上海之夜”延展活动，为来沪参

会的国际嘉宾提供了了解中华文化

的平台，让他们在充满海派格调的轻

松氛围中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活动开场时的民族音乐表演给

美联社副总裁陈炎权留下了深刻印

象。在他看来，媒体对于让世界了

解中国意义重大，外界十分关注中

国媒体对中国的发展及文化、经贸

的报道。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白乐潍对

于媒体的作用有切身体会。她表

示，由于地区局势的关系，以色列时

常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但真实世

界的复杂性往往难以被新闻报道全

面呈现。她期待媒体报道能够增进

各国间的商业合作、学术交流与文

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与新民晚报联合推出

的《百年大党 ·老外讲故事》百集融

媒体系列产品，也令一些出席全球

媒体创新论坛的嘉宾十分感兴趣。

乌拉圭驻上海总领事马塞罗 ·

马龙表示，这种报道方式很有新意，

并希望报道中呈现的观点被更多人

看到。未来如有机会，他也十分乐

意参与系列报道，分享自己的所思

所感。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2023

年上海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志愿者出征仪式昨天下午在交

大医学院大礼堂举行，148名西部

计划志愿者和143名研究生支教

团志愿者集体宣誓，即将出征。

2023年西部计划工作4月启

动，来自全市54所高校的1262名

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踊跃报

名参与，经校内资质审核、初试选

拔、市级复试，148位志愿者即将

开始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上海

交通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成

员王萱家乡在云南，此次将启程回

到家乡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服务，

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上海健康

医学院的志愿者姜男已经是第二

次参与西部计划，2019年毕业后，

她毅然选择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随后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伽师县纪委监委开展为期两年

的志愿服务。2021年9月，她成功

通过专升本考试再次考进上海健

康医学院，并经选拔成为第四届进

博会长期管理岗志愿者。她在服

务西部中成才，在服务进博中成

长。同济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

团团长王奕霖说，为给服务地的孩

子们带去优质的课堂教育和课外

活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高标准完

成所有的岗前培训工作，不断成长

为一名合格的支教老师。

几年前，热射病
还是个稍显陌生的名
词。而如今，打开浏
览器，输入热射病，能
跳出一长串不幸：北
京一儿童确诊热射
病，体温   ℃；环卫
工热射病晕倒，体温
  ℃……

当发生在身边的
案例越来越多，会让
人产生一种感觉：随
着未来天气不可避免
地越来越热，我们每
个人都会成为极端高
温的受害者。

环球同此凉热。
极端高温下，干旱、冰
川融化、海平面上升、
生态破坏等一系列恶
果，已在世界各地显
现——我们看到非洲
大片大片干涸的土地
和拿着空碗嗷嗷待哺
的儿童；看到格陵兰岛每日融化的
冰川和小小浮冰上骨瘦如柴的北极
熊……

超高温天气为何越来越多？说
来说去，是我们最熟悉的四个字：全
球变暖。灾难总会环环相扣。地球
的每一个角落，都将承受气候变暖
带来的后果。

“人类的影响已经使大气、海洋
和陆地变暖，这是确定无疑的。”“人
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已经在全球各
个地区的许多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
中产生影响。”这两句话，源自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
的报告。我们已然没有借口，来撇
清人类和环境之间的藕断丝连。

可变暖的地球还是那副“割裂”
的现状：一边是流离失所，苦苦挣扎；
一边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课本里
的“低碳生活”“节约用水”等概念可
以用倒背如流来形容，可现实生活里
还是存在浪费现象；“可持续发展”的
名词人人都会说，但等到需要塑料
袋的时候，还是毫不犹豫……

棍子不落在自己身上，你永远
不知道疼。当你同情新闻里的热射
病患者，当你对身边好友频频说出

“小心中暑”，当你担心下一个热射
病人会不会是自己的时候，请别再
麻木，行动起来。

从小事做起，尽可能维护好我
们的生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