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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午 临 中 夏 ，时 清 日 复
长。国人赛 龙 舟 、食 粽 子 、佩
香囊、挂艾草菖蒲，迎接端午
佳 节 。 与 此 同 时 ，龙 舟 竞 渡
也 在 世 界 各 地 上 演 ，在 水 花
四 溅 的 挥 桨 竞 技 之 间 ，中 华
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
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
织 ，奏 响 世 界 文 化 多 元 融 合
的交响曲。

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
日之一。2009 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
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
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
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
外同频共振。

近年来，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
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
化营养。在中国多地举办的端
午节系列活动中，国际友人的
身影随处可见。孟加拉国留学
生阿凯在重庆参加端午非遗体
验活动，深入了解中国民俗；土
耳其姑娘佳楠在天津生活多
年，她在龙舟竞技中感受拼搏
和团结的力量；菲律宾布格卡
门龙舟队领队查哈亚格参加
2024 年中国-东盟国际龙舟公
开赛时说，中国是龙舟活动的
发祥地，对他们的年轻队员来
说，能来中国参加龙舟赛是一
次“圆梦之旅”。

今年端午前，荷兰侨界举
办 龙 舟 节 ，舞 狮 表 演 精 彩 纷
呈；德国举办首届法兰克福国
际龙舟友谊赛，美因河畔热闹
非凡……跨越地域、语言、民族、文化等
差异，以桨会友，端午节走向世界，向人
们展示了其独特魅力，也反映出当代中
国人的文明追求与精神风貌。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人文交流已
逐渐成为国家之间互动的重要形式。
文化和体育交流活动日益丰富，为各国
民心相通提供更大舞台，进一步加深各

国相互了解、促进各国民众相
互尊重，为推动不同文化相互
融合、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
了贡献。法兰克福市市长约瑟
夫在首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友
谊赛上致辞表示，热络的民间
交往、蓬勃发展的文化交流和
科研合作让德中两国人民增进
理解、互利共赢。

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
的热度不断上 升 也 是 中 国 软
实力提升的生动体现。近年
来，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
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
凸显。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
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
核，其对解决人类问题的重要
价值也日渐为国际社会所认
识。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
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
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
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一个可
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在
国际社会逐渐树立，不断向世
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
蓬勃生机。

今 年 端 午 节 恰 逢 联 合 国
刚 刚 设 立 的 文 明 对 话 国 际
日。7 日，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
协 商 一 致 通 过 由 中 国 提 出 的
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宣
布 每 年 6 月 10 日 为 文 明 对 话
国 际 日 。 世 界 各 国 在 文 化 交
流中相通相融 、互鉴互惠，是
各国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世界
家 园 和 谐 平 安 的 重 要 前 提 。
中华文明将同各国文明一道，
充 分 发 挥 连 接 世 界 的 文 化 纽

带作用，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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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徐壮 胡梦雪

铃响起，笔落下，又是一年高考季。
6 月 9 日，全国大部分地区结束

2024年高考。今年，有1342万考生报
名高考，人数再创新高。

年年高考。今年的高考有什么不
一样？

“上新”的高考试题里门道很多。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今年
扎实推进考试内容改革，注重考查学生
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激
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引
导培养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

考能力，直面“解决问题”——
“下面的文字是一位老奶奶在医

院看病时的自述，不够简明扼要，不利
于和医生高效沟通。请对这段自述进
行缩写。”

这是今年语文全国甲卷考查特定

语境下交流能力的一则题目。考题明
确的应用导向，充满新意。

海面上货船和灯塔的位置关系，
背后蕴藏着解三角形的数学方法；生
物试题以合理使用消毒液减少传染病
为主题，鼓励学生运用科学方法解决
实际困惑……

将对知识的考查“种”入思维、情
感活动中，要求年轻一代更善于将所
习得的知识、经验、方法等融会贯通，
迁移转化运用，为将来的全面发展“筑
基培土”。

考思维，创新拒绝“套路”——
人工智能、“嫦娥”奔月、大国重

器……面对科技大潮奔涌，更需要“不
走寻常路”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

数学上海卷选择题以沿海地区气
温与海水表层温度的统计关系为切入
点，将重视科学素养纳入考生视野。
物理新课标卷则以三位科学家在发现
和合成量子点方面的贡献为素材，展

现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

示，今年高考的一大宗旨，就是通过展
现国家科技发展成果、加强科学实验
考查等方式，鼓励学生了解科研方法、
培养科学精神。

一位一线教师认为，试题的开放
性，给了“05后”展现自己辩证思维与
探究能力的空间。

考素养，培养文化自信——
今年高考考期，恰逢端午佳节。

在考卷中，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影子。

增文化自信。语文新课标Ⅱ卷阅
读材料节选自2023年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当代作家孙甘露以党的历史为
背景创作的小说《千里江山图》，语文
全国甲卷介绍古建筑科学修缮的方
法，数学天津卷几何题涉及古籍所载
的“割补法”……考生们在潜移默化中
加深文化底蕴。

品交流互鉴。英语新课标Ⅰ卷选
取的语篇介绍了英国“丝路花园”，体
现了古丝绸之路对英国园林艺术的
影响。

知生态保护。生物全国甲卷以濒
危物种的保护为例，引导学生树立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自觉。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
示，要继续充分发挥考试的育人导向。

一道道新颖的试题在筛选人才的
同时，如指路灯盏，烛照和引领学生树
立正确价值观，涵养隽永思想。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
看来，高考并非改变人生的唯一选择，
只是人生的一个站点。一个人能否成
才，在于他的实际本领。学生们一路
的付出，收获的是面对未来的能力和
勇气。

人们相信，处处留心皆学问，越过
万水千山，必将海阔天空。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2024 年高考题“上新”！有啥不一样？

新华社北京6月 9
日电 （记者 郁琼源）
记者从中央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了解到，农业农
村部日前启动高素质
农民培育学用贯通综
合 试 点 工 作 ，计 划 于
2024年至 2025年在全
国选择 5个地级市、70
个县开展学用贯通综
合试点，用 2 年时间培
育高素质农民 1 万人
以上，协议帮带约 6 万
人，通过产业平台辐射
带动约20万人。

中央农广校负责人
说，试点聚焦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
村新产业、新业态的人
才 需 求 ，坚 持 学 用 结
合、以用为主、重在实
效的理念，推进人才培
养和就业创业紧密联
系、双向贯通，大力提
高农民综合素质，提升
农民多渠道、多行业、
多 地 区 就 业 增 收 能
力。试点鼓励和支持
各地积极探索，为农民
提供从学习提升到转
化应用的全流程服务。

据了解，试点项目
将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联合财政部门牵头组织
下，由各级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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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游人在沈阳方特欢乐世界游玩。 新华社记者 龙雷 摄

多姿多彩的端午假期

6 月 9 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文化路街道市府社区，小朋友在参加画彩蛋比
赛。 新华社发

6月 8日，游客在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海窝子古镇体验包粽子。端午小长
假期间，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尽情享受假日。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第78届联合国大会7日协商一致
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决议，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
日。海内外人士纷纷表示，文明对话国
际日的设立正当其时，将为不同文明间
消除偏见误解、增进理解信任发挥重要
作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不断
落地生根，为人类社会的团结进步、共
同繁荣注入文明力量，为实现人类文明
共同繁荣进步提供持久动力。

中国方案广受认同

受访人士认为，设立文明对话国
际日决议深刻契合国际社会对不同文
明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共同愿望，联
大协商一致通过这一决议意义重大。
中国方案广受认同，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带来重要正能量。

“联大通过这一决议十分可喜，这
很好呼应了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
议。”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娜格玛纳·
哈什米认为，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
提醒人们，文明的核心意义在于人类
相互支持，将促进多边主义、推动以和
平方式实现全球普惠增长与发展。

“这是联合国大家庭在不同文明
之间增进理解、友好和共识方面迈出
的重要一步。”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
文斯·阿德希尔如此评价。他说，文明
对话国际日的设立体现出各方对包容
不同观点、尊重不同文化的普遍认同，
支持将对话作为实现可持续和平、安
全和包容性发展的正确路径。

在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主任威伦·披差翁帕迪看来，各国人民
普遍盼望和平发展。决议的通过体现
出各方在尊重文明多样性方面存在重
要共识，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在人
类文明互鉴、追求和平发展的进程中
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多重危机挑战交织叠加，世
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再
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多国人士认
为，在此背景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
立将增进相互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

通和团结合作。
斯里兰卡国际问题专家亚西鲁·

拉纳拉贾表示，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有助于推动人们提高对全球文明多样
性和文明交流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将

“有助于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制定实
施支持文明多样性和跨文化对话的政
策，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

塞内加尔通讯社前总编谢赫·恩
迪亚耶注意到，当前不同文明之间进
行交流与对话越来越重要，设立文明
对话国际日将在促进理解与尊重、减
少误解和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
动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这一决议获得通过表明世界需
要互相尊重的和平发展环境。”土耳其
土中文化协会会长伊凡·卡斯勒认为，
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将为不同国家
和民族之间增进了解和信任发挥重要
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注入正能量。

全球文明倡议落地生根

多国人士表示，中方提出全球文
明倡议，倡议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体
现了中国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工作的
坚定支持，中国持续推动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与和平发展，展现了负责任大
国的担当。

“联大通过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的决议，体现出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
倡议正不断落地生根，转化成更多服
务于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叙利亚政治
问题专家马希尔·伊赫桑说，中国在倡
导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方
面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倡议和方案将
增进不同文明间的了解与合作，有利
于弘扬多边主义和全人类共同价值，
凝聚全球共识，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
认可。

援建文物保护工作站、培训文保
人员……阿富汗卡丹大学国际关系学
者贾拉勒·巴兹万念念不忘中国向阿
富汗提供的帮助。“中国一直用实际行
动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强调尊重
多样性，促进全球合作。”巴兹万说，通
过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强调不同文化
间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重要性，彰

显了中国致力于促进全球和平与合作
的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多个文化代表团近日访问土
耳其，两国文化界人士探讨深化文化
领域合作。曾参与交流活动的伊凡·
卡斯勒指出，文化交流能够助力不同
国家和民族之间增进相互了解、消除
误解，进而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确定
性。“中方提出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再次印证了中国尊重文明多样性、维
护世界和平，以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
步为己任。”

“人类需要合作，而非冲突、仇恨
和相互消灭的战争。全球文明倡议正
是世界所亟需的。”娜格玛纳·哈什米
说，中国倡导并始终坚定推动文明对
话和互鉴，“中国主张和行动有助于消
除基于文明差异产生的分歧，为维护
和平贡献重要力量”。

南非西开普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
长武长虹表示，中国尊重文明多样性，
在推动文明互鉴、文明对话方面坚持
不懈地努力，“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共同
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种不同文明都是世界文明百
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没有高下、
优劣之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
论’等思潮严重影响对文明的正确认
知，制约文明发展。”西南政法大学人
权研究院副教授肖武说，文明对话国
际日的设立，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
的重要公共产品，搭建了文明对话平
台，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消
弭文明冲突、增进文明共识，推动全球
文明发展进步。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陈培永认为，联大协商一致通过决议，
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文明互
鉴的认同。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体
现出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价值正得到
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同。

文明对话开启新篇章

中国代表在联大全会介绍决议草
案时表示，中方鼓励各方根据联大决
议规定，举行丰富多彩的国际日庆祝
活动，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的传承和创新，
积极推动人文交流与合作，实现人类
文明共同繁荣进步。多国人士表示，
期待未来与中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
作，共同书写文明对话新篇章。

亚述壁画、青金石项链……日前，
一批叙利亚国宝级文物在南京城墙博
物馆和南宁市博物馆同时开展。过去
3 年，叙中两国文化机构共同策划的

“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在中国多家
博物馆进行了巡展。“这一精品展正是
展现叙中文明互鉴的生动窗口之一。”
马希尔·伊赫桑期待在文明对话国际
日主题下，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
国家能进一步深化同中国的文明交流
互鉴，在艺术、戏剧、文化遗产保护等
各领域深化合作。

从埃及和中国在开展人文交流合
作、促进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等方面
取得的积极成果，埃及埃中商会秘书
长迪亚·赫尔米感受到拥有灿烂文化、
悠久历史的两个国家进行文明对话意
义重大。他说，希望未来两国关系不
断深化，“成为国家间进行合作交流的
典范”。

“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胸怀同世
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曾在俄罗
斯科教部任职的维克托·库普里欣说，
俄中两国的人文合作与交流成果丰
硕，期待未来两国携手深化这一领域
合作，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互鉴共进
架起桥梁。

卡文斯·阿德希尔说，中国了解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与诉求，能够推
动各方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共同探
讨世界如何携手合作。他相信，未来
中国将继续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
文明对话，为应对挑战、共促繁荣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
中心主任崔洪建表示，文明对话国际
日设立后，将会出现更多促进文明交
流对话的举措和活动，这有助于国际
社会更好理解全球文明倡议，让尊重
文明多样性、实现文明共同进步的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

（综合新华社记者报道，执笔记
者 何梦舒 杜鹃 马卓言）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繁荣进步注入文明力量
——国际社会热烈欢迎联合国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假日里的高铁守护者
6 月 9 日凌晨，郑州高铁基础设施段的工作人员对郑州东站北岔区道岔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端午小长假期间，郑州东

站迎来客流高峰，高密度的车流考验着行车设备的安全稳定，也考验着检修人员的业务素质。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