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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 旧金山当地时间  月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

总统拜登在斐洛里庄园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求是》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用 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据新华社
>>>详见新民网
www.xinmin.cn

一是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二是正确处理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
三是正确处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
四是正确处理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
五是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

● 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
走国强必霸的歪路，也不搞意识形态输
出。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
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

●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
既是从  年中美关系历程中提炼出的经
验，也是历史上大国冲突带来的启示，应该
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

■ 共同树立正确认知 中国

始终致力于构建稳定、健康、可持

续的中美关系。同时，中国有必须

维护的利益、必须捍卫的原则、必

须坚守的底线。希望两国做伙伴，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 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不能

让分歧成为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鸿

沟，而是要想办法架起相向而行的

桥梁。双方要了解彼此的原则底

线，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多沟

通、多对话、多商量，冷静处理分歧

和意外。

■ 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中美

在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既

包括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也包

括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

域。当前形势下，两国共同利益不

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双方要

充分用好在外交、经济、金融、商

务、农业等领域恢复或建立的机

制，开展禁毒、司法执法、人工智

能、科技等领域合作。

■ 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解决

人类社会面临的麻烦离不开大国

合作。中美应该做表率，加强在国

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向

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双方

提出的倡议要彼此开放，也可以

协调对接，形成合力，造福世界。

■ 共同促进人文交流 要增

加两国航班、促进旅游合作、扩大地

方交往、加强教育、残疾人事务合

作，减少阻碍人文交流的负面因素，

鼓励和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沟

通，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共同努力浇筑中美关系五根支柱

● 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
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
不能承受的。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
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
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第四届

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

称“长三角文博会”）今天上午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开幕。

长三角文博会始于2018年，由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共同发起举办，

经历三届举办、五年发展，已成为推

动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平台，获得国际最高展览资

质UFI的认证。

本届长三角文博会以“担当新使

命：长三角文化产业的力量”为主题，聚

焦“数字文化”新成效，展示“文化生活”

新内容，突出“文化消费”新升级，将集

中展示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新发展成

果，深入阐释长三角文化产业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所担当的使命任务。

本届展会面积首次超过10万平

方米，在上届“双馆展览”的基础上新

增两个馆，其四个馆中的5.2馆为综合

发展板块，6.2馆为文化科技板块，

7.2、8.2馆为文化生活板块。共有32

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企业、国内12个

省市65个地级市参展，参展单位数量

超1500家。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联合发布《2023长三角

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首批长三角人

文经济典型案例》《2023年度长三角文

化及相关产业重大项目》，共同签署了

《关于着力推动长三角文化产业繁荣

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在新的起点共同

谱写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新篇章。

（相关报道见第10版）

第四届长三角文博会上午开幕，展会面积首次超过10万平方米

科技+人文 展示文化产业新发展成果
精准精细
绿色低碳

申城打造垃圾
分类“升级版”，抓住
这些关键词——

>>>详见第3版

“回娘家”
感觉有点甜

上海女排时隔
三年重回主场卢湾
体育馆

>>>详见第11版
■ 江苏展区用  数字建模技术，复刻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