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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18日电 4月 18日下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

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

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等陪同人员同机

返回。

本报金边 4月 18日电（中青报·中青网驻

柬埔寨记者王岩）4月 1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

近平结束对柬埔寨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离开金边时，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

主席洪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吴波烈，国会第

一副主席钱业，郭索帕、布拉索昆、韩春那洛、

韶索卡、洪玛尼等五位副首相，王家军陆军副

司令洪玛讷等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洪森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隆重欢送仪

式。习近平在洪森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习近平向

欢送人群挥手致意。

前往机场途中，柬埔寨数万名民众、在柬中资企

业人员、留学生和华侨华人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

柬两国国旗，手持“中柬友谊万古长青”等红色横幅，

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柬埔寨取得圆满成功。

当天上午，洪森偕首相洪玛奈和洪玛尼、洪玛讷专

程前往习近平下榻的饭店，同习近平话别。

结束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国事访问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新华社记者 熊 丰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央和国家机

关各部门聚焦主题、把握关键，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一体推进学查改，

努力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不断将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统筹部署 系统推进

在商务部外事司会议室里，一场学习研讨正热烈进行。党员干

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结合

工作实际，围绕持续纠治“四风”展开讨论。

这是商务部开展学习教育的一个缩影。学习教育启动以来，

商务部组建工作专班精心谋划，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间表，将学习

教育当作一次重要的政治体检、作风锤炼、精神洗礼，牢牢把握

学查改关键环节，推动党员干部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

增强业务本领。

公安部召开部党委 （扩大） 会议，对学习教育作出动员部

署，强调要认真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深刻内涵，弘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聚焦在“学”上入脑

入心、在“查”上真刀真枪、在“改”上即知即改，确保学习教

育环环相扣、整体推进。 （下转2版）

一 体 推 进 学 查 改
——中央和国家机关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 青 平

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
达145%的累计关税后，美国工商业一
片哀嚎。一家与中国工厂合作40年的
美国家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这
将使其公司的关税账单从230万美元
飙升到1亿多美元，“我感觉像是世界
末日来了”。

这是一场美国自己制造的灾难。
美方逆世界潮流而动，意味着美国民
众日常生活开支面临全面上涨，使低
收入家庭雪上加霜，意味着美国企业
面临裁员、破产等困局，还引发金融市
场动荡不宁，危及自身金融霸主地位。
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如今，随着美方宣布对一些国家
和地区实施 90 天关税暂停期，中国
出口美国的个别商品则面临最高
245%的关税，似乎图穷匕见，把矛
头指向了中国。关税战、贸易战没有
赢家，中方不愿打，但也不怕打，从

来不吃极限施压的一套，有决心、有
能力奉陪到底。中国青年一代亲历国
家的高速发展，对未来充满信心。我
们从历史深处汲取智慧，必将为人类
未来注入生机。

提升关税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
心主张，早在竞选期间，他就宣称要

“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刚当选
还没上任时，他就舞起“关税大
棒”，声称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
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5%关税；更荒
唐的是，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
中，涉及地区还包括印度洋上只有企
鹅和海豹的无人岛。

这场“政治表演”的背后，充满着
权力的算计，也充满着美国产业空心
化背景下，“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张声
势。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大势中，美国
实施彻头彻尾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经济霸凌，不能得逞也不会得逞，制造
的不过是“美国正在胜利”的幻觉。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

体力量上升，不仅是中国经济总量占
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持续增长，东南
亚、非洲、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的经济也
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东升西降”“南
升北降”趋势显著，中国等发展中国
家借助全球化和自身努力，逐步在世
界舞台拥有更大话语权，是无法阻挡
的趋势。

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会风平浪静。
1588年，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击败
西班牙“无敌舰队”，终于确立海洋霸
主地位；在 1872 年，美国超过英国成
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直到二战后
才真正获得主导国际话语权的地位，
中间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历史规律告
诉我们，新兴力量的崛起，往往伴随着
与守成势力的斗争。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随
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世界秩序的
更迭与重塑未必要依靠战争，同时，必
须认清的事实是，在民族复兴征程中，

“以斗止战”才能赢得尊重。只有不信
邪、不怕压，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才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从大航海时代到现代科技革命，
任何试图阻挡生产力发展潮流的势力
终究会被历史抛弃。今日中国倡导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浪漫主义宣
言，而是对全球化规律的科学把握。

5000年来，中国在历史长河中不
断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型国家。在
这个漫长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发展不
乏波折坎坷，经历不少峡谷和弯路。中
国人民深知发展不是顺流而下的，而
是充满惊涛骇浪，中华儿女有经验、有
勇气应对历史的捉摸不定。美方“赢家
通吃”的霸权思维、欺软怕硬的霸凌姿
态，只暴露出其在温柔乡里舒服得太
久，注定遭到反噬。

“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
1935年，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
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中国可以通
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 （下转2版）

不信邪不怕压 走好自己的路

4 月 17 日，在南非开普敦的

伊齐科学习中心，人们在“国际

中文日”庆祝活动上体验书法和

茶艺。

当日上午，“国际中文日”庆祝

活动在位于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

的伊齐科学习中心举行。此次活动

主题为“中文：共筑美好未来”，由

南非西开普大学孔子学院与南非

伊齐科博物馆联盟共同举办。中南

两国政商学界代表、文化团体及开

普敦各高校师生百余人齐聚一堂，

共同感受中文之美。

新华社记者 王 雷/摄

本报北京 4月 18日电（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周呈宣）4 月 18 日，全国青联

十三届六次常委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

议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的重要思想、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

想，总结全国青联十三届五次常委会扩

大会议以来的工作，研究部署全国青联

十四届全委会筹备工作。团中央书记处

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青联要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把对广大委员和

青年的政治引领摆在首位，引领青年不

断增进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要始终聚焦“国之大者”，牢牢

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主题，动员引

领各族各界青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挺膺担当。要站稳人民立场，发

挥好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为青

年办实事、解难题，切实履行巩固和扩

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政治责任。要

巩固青联改革成果，持续推进从严治

会，不断提高青联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

力，塑造青联组织的良好形象。

会议决定，拟筹备中华全国青年联

合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全体会议，报中央

批准后，于今年在北京召开。全国青联

十四届全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联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总结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

以来的工作情况，研究制定今后一个

时期的工作规划和主要任务，选举全

国青联新一届领导机构，修改全国青

联章程。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青联第十四届

委员会组成方案等人事事项。会上，中

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

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围绕学习理解中国

式现代化关键时期的经济决策和战略部

署作专题辅导报告。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

席王艺、夏帕克提，全国青联副主席李

程·丹增尼玛、王亚平、巩金龙、黄豆豆、

王萌萌、罗奕龙、徐辉出席会议；全国青

联常委、各会员团体负责同志、部分全国

青联委员代表 260余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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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逯清钰 陈宇龙
记者 耿学清

AI时代到来，保持阅读还重要吗？在 2025 年
全民阅读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青年报社发布

《2025 中国青少年阅读报告》，89.9%的受访青少

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今天，中国青年报社举办了

以“思政育人·悦读中国”为主题的人工智能时代

阅读创新实践思享会，探索 AI浪潮下思政育人新

路径，共话数字时代阅读、消费新生态。

从纸质书的线性阅读到交互式的数字阅读、

从一家家“青年书店”到一个个阅读生态圈，高

校、出版社、青年书店的代表与中外青年代表

“云端”共话，探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思政

教育创新与阅读方式变革，倡导在深度阅读、主

动思考前提下让人工智能陪伴青少年成长，让

“悦”读更具温度与厚度。

共探数智浪潮下的育人之路

“面对 AI 驱动下的数字浪潮，高等教育何

为？”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张绍华在分享数智

育人经验时谈到，人工智能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

了很多新机遇，也在重塑高等教育整体育人逻辑。

引入“AI辅导员”、用 AI生成学生画像、定期组织

AI前沿书籍研读坊……该校持续深入推进智能

传媒教育全面布局，形成了全学科、全领域、全员

覆盖的落实方案，并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青年报社主要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作为

一家资深的媒体，中青报也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

赋能“大思政”，比如构建一家家“青年书店”，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有机结合，把“非遗、国潮、时尚、研学、文旅”

等与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结合，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

思享会现场，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传媒大

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发起 2025“AI+大思政”高

校育人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目前，活动已发起“课

堂育人新样态”“实践育人新范式”“网络育人新探

索”等内容征集，将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AI+思

政育人案例专区”展示典型示范、共享经验方法，

并将举办 2025年“人工智能+大思政”高校创新思

想引领研讨会，助力构建人工智能时代大思政教

育新格局，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注入创新动能与发

展活力。

一场面向未来阅读的对话

“读《额尔古纳河右岸》，就像咀嚼故乡的淳

朴，回到童年光景。”在活动现场，华能集团华能

贵诚信托公司团委负责人、人资部主管葛元利

作为青年代表之一分享他的“悦”读体验。

吉林大学本科生田韵鸽在分享时谈到，AI
时代，坚持阅读仍有意义，“最大的意义不在于

背诵掌握每一个具体而细小的答案，而是在于

让我们的灵魂保持一个追问的姿态”。

互动式 AI阅读方式近年来逐渐兴起。思享

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青少年阅读报告》提到，

近七成受访青少年认为，AI工具能够为其提供

个性化书目推荐。此外，青少年还青睐用 AI工具

梳理书本大纲、快速掌握基础知识、通过与 AI的
互动问答启发自身思考。但同时，约六成受访青少

年担心，AI工具会让阅读变得“碎片化”，难以形

成知识体系。

来自埃及的留学生海哲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硕士研究生，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DeepSeek可以帮助我完成很多任务，比如

可以将书中的一些文言文翻译成简单易懂的阿拉

伯语，准确率有 95%，这是普通翻译软件做不到

的。”如今，AI软件成了他的阅读助手，但在他看

来，“真正的‘悦读’，是跨越时间、空间、文明的心灵

对话。AI固然可以帮助我们读得更快，但对我们自

己来说，还是要学会读得更深刻、读得更透彻。”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很

好的总结和摘要，让我在正式阅读前就能先获得

一些思考，但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总结会使我们错

过作者在书中传达的思想和观点，进而丧失批判

性思维的能力。”钱学森教育工作委员会副秘书

长、北京灵境智慧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朱廉表示。

思享会上，他与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常委、副

总编辑李钊平，言石读书会创办者、会长赵彦伟

就“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阅读”展开圆桌对话。

AI对出版行业的改变也是颠覆性的。“作为

知识人，永远保持对未知的好奇，永远努力向前

走，这是我们的习惯。”李钊平说，“通过 AI 赋能

内容生产，出版行业将会产生一个更高级、更美

好的未来。” （下转2版）

本报举办人工智能时代阅读创新实践思享会

面对数智浪潮 我们如何阅读

4月 18日，北京，2025年世界读书日暨全民阅读日来临之际，以“思政育人·悦读中国”为主题的人工智能时代阅读创新实践思享会在中国青年报社举行，高校代表、出版社代表、青年书

店代表、合作方代表、中外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就此对话探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本报北京 4月 1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耿学清
张渺）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做好“大思政”？这是叩击

教育本质的时代之问，更是关乎育人实效的形势之需。4
月 18日，在北京举行的“思政育人·悦读中国”人工智能

时代阅读创新实践思享会上，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传媒大

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联合发起“AI+大思政”高校育

人案例征集展示活动，探索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做好“大思

政”，共同推动新时代思政教育协同发展。

征集展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教学创新与

实践突破，围绕“课堂育人新样态”

“实践育人新范式”“网络育人新探索”

三大领域、面向“融合创新教学形式、

数字化教学工具开发、红色之旅、理论

宣讲、应用创新、应用传播”六个方向

开展。 （下转2版）

“AI+大思政”高校育人
案例征集展示活动启动

本报北京4月 1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
渺） 今天，中国青年报社与中国传媒大学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据悉，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

党建思政、产学研协同、就业育人等领域展开深度

合作，共同探索媒体与高校协同发展的创新模式，

推动传媒教育与媒体实践的融合发展。

据了解，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协同创新、

合作共赢”的原则，重点推进五大合作内容。一是

联合开展“AI+大思政”创新实验项目，共同推进

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思政课”建设中的应用，引领

课堂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等思政育人模

式与工具创新发展。中国青年报社将支持中国

传媒大学辅导员发展中心建设，共建辅导员

发展研修基地。二是在舆情监测领域深化合

作，依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舆情实验室和中

青报中青华云数据分析平台，联合开展课题

研究。三是通过主题党日、讲座交流等活动

加强党建与青年思想引领。四是深化产教融

合，通过导师互聘、联合开发课程等方式培养

全媒体人才。 （下转2版）

探索协同发展创新模式

本报与中国传媒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