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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用典学习用典

习近平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

自3月1日，《丰台报》第5版开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进丰台千家万
户”学习专栏后，在我区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关
注，以下是部分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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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强国学习强国””在基层在基层

太平桥街道扎实推进“学习强国”平台建设

清阴澄夏首，欢聚正当时。
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亚洲47个国家

以及域外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代表共计2000余人齐
聚北京，共飨这场文明盛宴。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世界历史的十字路
口，美好的希望与严峻的挑战并存。亚洲各国如何共同
应对挑战、迈向美好未来？在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
表主旨演讲，对此作出明确回答：“既需要经济科技力
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
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3个“期待”和“希望”——文明交流互鉴的“亚洲声音”

47个国家、1000多个民族、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
占世界三分之一陆地的亚洲沃土，不仅孕育出壮美山
川，伟丽河流，还萌发、滋养了悠久深厚的亚洲文明。

“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有着相似的历史境
遇、相同的梦想追求。”在演讲中，习近平提到 3 个“期
待”，道出了亚洲人民的心声：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和平时
光比金子还珍贵，对亚洲发展无比重要。“没有和平，冲
突不断甚至战火纷飞，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社会稳定、
人民往来等都会沦为空谈。”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亚洲一
些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正忍受着贫困、饥饿、疾病的折
磨，“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通的亚洲。亚洲近
几十年快速发展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敞开大门，
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时代大势不可逆，历史潮
流不可违。“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
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

面向未来，梦想怎样起航？
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出3点“希望”：
——希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广泛开展跨国

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
的和平时光。

——希望各国合力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经济全球化，共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
穷落后，共同为孩子们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让幸福和
欢乐走进每一个家庭。

——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

基础，离不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

4点主张——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

历史的发展、社会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
明的滋养和引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也需
要从不同的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
展。”习近平精准地道出了文明发展的逻辑链。

如何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
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人文基础？在演讲中，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

一是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等闲识得东风
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扎根
于自己的生存土壤，是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的结晶。习
近平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
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
代其他文明的做法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用

“愚蠢”来形容这种认识及行为的浅薄鄙陋。他进而强
调：“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
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
流对话、和谐共生。”

二是要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夫物之不齐，物
之情也”，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在习近平看
来，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人
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习近平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
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
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
园群芳竞艳。”

三是要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一种文明如果长
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的保鲜
剂，习近平说，“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深
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
的重要途径”。

如何进行交流互鉴？习近平从正反两方面作出表
述：“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
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
的、单向的。”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兼收并蓄的态度
才能带来共同进步。

四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文明永续发展，
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
新。这里，习近平指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
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

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创造
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都需要创新。习近
平提出建议，要“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
己的思维”，这是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

这4点主张，构成了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
方案”。

海纳百川——掷地有声的“中国担当”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
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
方位对外开放……在不断的交流借鉴中，中华文明形成
了开放的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
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中国大地上文
明的交流互鉴从未停止，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继
承创新发展。

今天，中国不仅为世界贡献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理
念，更将以实际行动作出垂范。习近平的话掷地有声：

“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
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

“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
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

“中国愿同各国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
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
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

“中国愿同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亚
洲经济发展、增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

……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

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习近平的
话，道出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开放的气质，
坚如磐石的担当。

来源：新华社融媒体报道专栏《学习进行时》

“学习强国 APP 已成为我业余生活的伙
伴。用它学知识交朋友，和一起学习的伙伴交流
学习心得和知识观点，每一天的成长都在这款
APP的详细记录中留存，就像是我的学习日记。”
太平桥街道丽湾社区党员韩颖说道。自“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上线以来，太平桥街道全面开展学
习平台的推广使用工作，力争实现党员学习全覆
盖、学习成果见实效。

梯次传达，狠抓落实。街道把推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建设工作列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纳入意识形态重要工作，主管领导亲自抓，
第一时间进行专项部署动员。逐级建立学习管
理员信息台账，切实做到专人有其责、担起责、负
好责。通过电话、视频、微信、专题会等多种方
式，手把手指导各级学习管理员进行实名认证、
搭建组织架构等具体操作。各级学习管理员结
合党组织实际，多措并举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快速
完成APP的下载、安装、注册和学习推广，确保
人人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以致用。同时，街道
建立周报制度，每周五对各级党组织的党员注册
率和学习积分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和通报点名，以
督促学，纳入考核，更好地推进学习平台建设。

凝心聚力，自觉行动。街道把“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作为提素质、强本领的重要抓手，要求每
位党员切实把学习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
到行动上。机关以党支部为单位，从严要求党员

“顶格”学习。各社区党委、社会工作党委结合实
际，加强学习方法和措施研究，激发党员的学习
热情和积极性。太平桥街道60岁以上党员占比
60%以上，针对党员年龄偏大的特点，各社区党
委立足自身情况，通过集体注册、结伴共学、入户
帮学、一对一导学等多种形式推进工作。每位党
员自觉养成了每天点开APP“看新闻、读党史、学
理论、做考题”的优秀习惯，在地区内营造出“随
时随地学”“每天赶比超”“帮学共奋进”的浓厚学
习氛围。“从加入这个平台以后，我的学习认知发
生了很大提升。开始就想着这是党组织要求，但
后来通过了解，平台内容十分丰富，我很喜欢，还
成了我每天自觉要做的一件事。”万润社区63岁
的党员杨予平说出了学习的心得体会。

积极探索，创新学习。为扩大党员覆盖面，
提高平台使用率，各级党组织纷纷出招，掀起学
习热潮。菜户营社区党委创新党员学习模式，在
线播放“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的视频资源，党员
集体观看分享学习感受。万泉寺社区党委开展

“学习强国”知识问答，大家在趣味知识竞赛中增
长知识、分享成长的喜悦。党员王士荔说：“平时
自己在家学习，没想到这回还真派上用场了，这
次知识答题活动有意思很新颖，回家我要继续学
习。”下一步，街道各级党组织将继续探索学习模
式，激发更强劲的学习能量，把“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张国芬）

太平桥街道精图社区干部闫素杰：
学习专栏为我们基层党务工作者及全体党员

日常学习拓宽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精髓的渠道，满足了多样化、自主化、便
捷化的学习需求。总书记的讲话引古论今、内容
精辟，提炼重点到位、捕捉细节精准，让我每次学
习都颇有感悟，更是为我日常党务工作指明了方
向。通过不断地学习，我能准确地在学习中找到
新思路、好办法，处理基层党建工作更有头绪、组
织党员学习更有重点。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务工作
者，要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堂思政课，为社区未来更加精彩而不懈努力。

长辛店镇太子峪村张亚鑫：
学习专栏的开设，满足了群众渴望学习理

论知识的需求，也促进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通过学习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真切
地感觉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天然的亲和力，比如像

“安不忘危，才是生存发展之道”“人无精神则不
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生动
的理论语言早已深入群众的心中，不仅通俗易
懂，更处处渗透着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的工作理念。学习专栏为我们开辟了一个专
门的学习天地，对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5月15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回顾历史、展望世界，阐明了
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哲理，提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
所”近日推出文章，为您解读。

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
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
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
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
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
眼睛。

——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1．填空题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

也需要【 】力量。（来源：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填空题
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恐惧，实现安居乐业、普遍安

全，希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
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 】还珍贵的和平时
光。（来源：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3．填空题
2017年2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

工作时强调，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
证，要更加精心保护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
化“【 】、【 】、【 】”的城市特色。（出题单位：北京市
文物局 推荐单位：北京学习平台）

4．多选题
当前，世界多极化、【 】、【 】、【 】深入发展，人

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
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
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A.经济全球化 B.文化多样化 C.社会信息化
5．多选题
亚洲先人们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鉴。丝绸之路、茶

叶之路、香料之路等古老商路，助推【 】、【 】、【 】、
【 】、绘画雕塑等风靡亚洲各国，记录着亚洲先人们交往
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来源：2019年5月15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A.丝绸 B.茶叶 C.陶瓷 D.香料
正确答案
1.文化文明 2.金子 3.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

4.ABC 5.ABCD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
■ 总书记说
司马迁在《史记》上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说

的是人从水中能看到自己的形象，观察人民就能知道治理
得好不好。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主动把自己置于社会和群众
监督之下，改什么、怎么改、改得怎么样，要让群众看清楚。

——2014年1月20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上的讲话

■ 出处
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 解析
人民常常被比作载舟的水，喻为种子生长所需的土

壤，视为树木枝叶的根本。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部署在
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拾党的优良传
统，重申党群血肉联系。这样一次以密切联系群众为主旨
的党内教育活动，不可能把群众关在门外，习近平总书记
一再要求“坚持开门搞活动”，一再告诫切忌“自说自话，自
弹自唱”。他引用的这句话，把人民比喻成可以照见治乱
的镜子。现实中，不管是教育实践活动，还是其他工作，要
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多照照群众这面镜
子，多比比群众这把尺子。对干部来说，这是警醒，更是鞭
策——自己说好不算好，民众说好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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