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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

义。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

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

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

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目前，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

居世界第一。

习近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更 好 走 向 世 界

□ 新华社记者 周玮 商意盈 史竞男 朱涵

　　国宝重光，皇皇大观。正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展出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成果展”上，穿越千年的丹青、散落全

球的国宝通过高清打样图像汇聚一堂，《千

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历代绘画经典，

从历史中“走出来”，在光影中“活起来”……

　　到2022年年底，历时17年的“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文化工程即将结项，编纂出版60卷

226册，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

画藏品12405件（套），涵盖绝大部分传世国

宝级绘画珍品，生动呈现赫赫先秦、大汉雄

风、盛唐气象、典雅宋韵和元明清风采。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批准、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

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

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17年来，“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持续推进、成果丰硕，充分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规模系统整理、出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体

现了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热爱和珍

惜，彰显了当代共产党人深厚的文化情怀。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 习近平总书记亲力推

动、全程支持“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编纂出版

　　2005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在关于汇编出版两岸故宫博物院宋画藏品

等建议的报告上明确批示：这一构想很好，

值得为此努力。

　　2005年7月28日、29日，中共浙江省委十一

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中共

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

习近平亲自担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

会主任。在他的直接关心下，项目最终确定为

《宋画全集》，并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部结项之际码

起来足足有四层楼高的皇皇巨制，由此发端。

　　缘何宋画？有宋一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

上的全盛时期，创作题材广泛、表现手法丰

富、艺术境界高妙，但又存世稀少、流传分

散，亟须汇集整理。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时移世易，很多古

画已到暮年，因此在世界各地搜集、拍摄中

国古代绘画精品的这项抢救性保护工程显

得尤为迫切。习近平的关心和支持坚定了项

目组成员的信心。

　　2007年3月，习近平离开浙江去上海履

新前，还专门询问了这项工作的进展。

　　2008年7月，浙江大学项目组赶制出《宋

画全集》样书稿，书面向习近平作了汇报，同

时呈上序言稿请他审定。

　　习近平审定序言并批示：“《宋画全集》编

纂工作开展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望再接再

厉，善始善终，完成好这一光荣历史任务。”

　　这一年的12月，《宋画全集》首批8册正式

出版，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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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典　赓续文脉　再铸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出版工作纪实

□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刘少华

　　一场期盼已久的雨，飘落在地处沙漠边

缘的沙特首都利雅得，人们称“喜雨迎贵宾”。

　　这一天是12月7日，是沙特和很多阿拉伯

国家瞩目的一天，是“尊贵的中国客人来到阿

拉伯半岛的时候”。

　　古老的阿拉伯半岛，世界航运要冲、能源供

给的阀门、璀璨文明的交汇之地……诸多角色

里，他们十分看重一个定义：中国的朋友和伙伴。

　　雨后初霁。

　　阳光穿过云层，大地像铺了一层梦幻般

的金色薄纱。6架“沙特之鹰”礼宾护卫机腾空

而起，到蓝天上迎接习近平主席的专机。专机

两侧，早有4架沙特空军战机从其入境起一路

护航。

　　停机坪上，紫罗兰色地毯如沙漠中的一

条花带。沙特王室重要成员和政府高级官员

在舷梯下等待。

　　专机降落，机舱门打开，习近平主席健步

走出。几乎同一时刻，礼宾护卫机从苍穹呼啸

而过，拉出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两色彩带；利

雅得上空，21响礼炮声震云霄。

　　中共二十大召开后，中国国家元首的首

次中东之行，拉开了帷幕。

　　有沙特媒体将3天的丰富行程，形容为

“三环峰会”。

　　中沙层面，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沙特进行国

事访问，也是二十大后习主席的首个国事访问。

　　中海层面，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峰会召开，中国同这一次区域组织

深度互动，里程碑意义载入史册。

　　中阿层面，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被

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中东外交的重

大创举”，是“中阿关系划时代的里程碑”。

　　伙伴握手的时刻，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中阿合作新格局，正徐徐铺展。

中沙关系的四个刻度

　　一份文件，令世界瞩目。8日午后，阳光透

过王宫办公厅会见厅的窗洒进屋，随着习近平

主席和沙特国王萨勒曼落笔，《中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协议》面世。

　　为双边关系定一份协议，不仅于中国外

交，放在世界外交中都不多见，却也体现了以

契约精神对彼此关系的敬重和呵护。协议里

有句话十分醒目：“同意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

行一次元首会晤”。

　　元首外交的节奏，恰是国家关系的生动

写照。从四个刻度，可以追寻两国关系发展的

历史脉络。

　　一个刻度，1990年中沙建交。因历史的缘

故，它是阿拉伯国家中最后一个同中国建交

的国家。春水破冰，两国关系一经建立，发展

势不可挡。

　　一个刻度，是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

习近平访问沙特。那也是他第一次到访沙特。

访问期间，中沙建立战略性友好关系，双边关

系进入快车道。

　　一个刻度，是2016年。担任国家主席后，

习近平主席首次到访阿拉伯国家，首站就是

沙特，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共赴“四方宫”参观、共品阿拉伯咖啡、共

舞沙特传统的“剑舞”……两国元首此次见

面，对那次访问的美好时光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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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剑峰

□ 《法治周末》记者 卢 伟

　　11月16日早晨，记者从陕西省西安市雁

塔区电子城街道二〇五所社区西门进入，

社区广场上有老人正伴着音乐舞动着手里

的柔力球，旁边还不时传来孩子们玩耍嬉戏

的声音……

　　“二〇五所社区是典型的单位型社区，社

区现有居民848户、1653人，其中党员（含离退

休党员）445人。近年来，社区积极发挥党组织

引领作用，不断创新延伸服务链条，以民呼我

行提升服务治理水平为主基调，‘五社联动’

（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

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增强社区治理力量，

切实把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转化

为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二〇五所社区党支

部书记于珍说。

搭建服务社区的“连心桥”

　　“该理发了，头发都有点长了。”每周三是

二〇五所社区“红石榴驿站”议事平台固定

“接访日”，接访现场，社区群众纷纷提出自己

的急难愁盼问题。

　　“理发的事情，等疫情缓和了就给大家安

排上。”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于珍一般都会

当面回应。

　　对于社区管理，大多都是琐碎小事儿，

但在群众看来，这些都是“大事”。2021年3月

起，二〇五所社区和物业共同打造“红石榴

驿站”议事平台，并将每周三设为固定“接

访日”，通过“主动接访”，搭建服务社区群

众的“连心桥”。

　　“红石榴驿站”成立后，小到楼道灯泡不

亮，大到小区环境改造提升，只要是关乎社区

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儿，社区和小区物业公司

都会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力争把每件事都办

到让群众满意。

　　二〇五所社区一半左右都是老年人，社

区充分发挥区域化党委优势，以物业公司水

电、绿化工人为核心，吸纳社区卫生服务站医

生护士、西安体育学院师生等组建“红管家服

务队”，提升为民服务专业化水平，为社区老

人提供一对一帮扶服务。

　　“这个帮扶服务大家都很满意，如我们社

区卫生服务站医生董建党，对于小区行动不

便的退休老人，基本上都是随叫随到、上门看

病，老人们对他赞不绝口。”于珍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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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二〇五所社区“五社联动”让服务更暖心

　　本报北京12月12日讯 记者张晨 最

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中英文双语《中国海事

审判（2018—2021）》，全面总结4年来全国海

事审判三级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服务和

保障党和国家大局，强化海事审判体系和能

力建设，推进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的

情况。

　　《中国海事审判（2018—2021）》显示，

2018年至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受

理各类海事海商、海事行政、海事刑事以及

海事执行案件132633件、审执结133309件。

其中，受理海事海商案件89 3 8 4 件，结案

88764件；受理海事行政案件4339件，结案

4227件。海事法院试点受理海事刑事案件45

件。受理海事执行案件38795件，结案39897

件。4年来，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受理涉

外案件10397件、涉港澳台案件2693件；审结

涉外案件10611件、涉港澳台案件2782件。11

家海事法院扣押船舶2717艘，其中外籍船舶

105艘、港澳台籍船舶24艘。拍卖船舶1252

艘，其中外籍船舶30艘、港澳台籍船舶9艘。

　　据介绍，最高法先后出台《关于人民法

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

见》等一系列司法文件，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法制与新闻》记者 黄浩栋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举办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项目展示活动，20个职能部门和

街道通过网络直播介绍了项目推进情况。据

悉，这是当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工作走深走实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

　　黄浦是上海的心脏、窗口和名片，区位

重要、人流密集、要素复杂，特别是近年来城

市更新任务重、时间紧，市域社会治理面临

新挑战。为此，当地深耕法治土壤，聚焦城市

管理和新业态发展共性难题，通过“项目化”

运作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走

深走实。

　　“黄浦区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推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实现中心城区核心

区的精细化管理，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不断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新期待、新要求，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守护好‘城市心脏’。”黄

浦区委书记杲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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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法治土壤守护“城市心脏”
上海黄浦项目化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走深走实

最高法发布《中国海事审判（2018—2021）》

全国海事法院4年来扣押船舶2717艘

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之路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央军委近

日印发《关于军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规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适应军队改革

发展需要，结合军队司法实践，在广泛征求

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中央军委《关于军队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暂行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完善，重点

对刑事案件适用对象、管辖分工、辩护代

理、证据规则、强制措施、起诉审判、刑罚执

行、特别程序等内容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为 军 队 政 法 部 门 执 法 办 案 提 供 了 基 本

依据。

　　《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军队执法

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确保部队安全稳定将

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军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 事 诉 讼 法 〉若 干 问 题 的 规 定 》

  近日，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峄城分局法制大队民警走进峄城区实验小学开展“宪法知识进校园”宣传活动，为学生普及宪法知识。图为民警

向学生讲解宪法知识。                                         本报通讯员 季龙 摄

□ 新华社记者 刘华　郝薇薇

　　

　　转入温和的冬季，沙漠绿洲利雅得迎来

期盼已久的喜雨，也迎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

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

　　12月7日至10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在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首届中国－阿

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飞越高山碧海、大漠长河，习近平主席乘

坐的专机历经10个多小时，当地时间7日下午

飞抵阿拉伯半岛。沙特空军战机护航，“沙特

之鹰”礼宾护卫机伴飞，机场鸣放21响礼炮，

礼宾护卫机在空中拉出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

两色彩带……最高礼遇，致敬最尊贵的客人。

　　沿途迎风飘扬的中国国旗，道路两侧电

子屏上“热烈欢迎习主席访问沙特！”的标语，

连日来当地新闻媒体持续的大篇幅报道，无

不表达着阿拉伯国家对习近平主席前来与会

的热切期盼，对加强中阿合作的强烈愿望。

　　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

峰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阿拉伯世界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是党的

二十大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又一成功实践。

　　为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规划路径，为中

阿关系未来发展擘画蓝图，为地区和世界和

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信心和动力。习近平主

席利雅得之行，树起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交往

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千年友好的传承：全力构建面

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9日下午4时15分许，阿卜杜勒阿齐兹国

王国际会议中心。峰会背景板前，习近平主席

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右侧站定，同与

会的20多位阿盟成员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

责人并肩而立，国际媒体定格下这历史性的

瞬间。

　　会场外，喷泉涌动，绿意盎然，中阿峰会

与会各国国旗交相辉映，和平鸽在天空飞翔，

划出一道道美丽弧线。

　　会议中心大范围会谈厅，灯火璀璨，习近平

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围

桌而坐，气氛友好而热烈。

　　“守望相助是中阿友好的鲜明特征”“平等

互利是中阿友好的不竭动力”“包容互鉴是中

阿友好的价值取向”，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讲

话，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首次概括提炼出“守望

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

　　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两

大文明位居亚洲大陆两端，在丝绸古道中相

知相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患难与共，在经济

全球化浪潮中合作共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

坚守道义，书写下不同文明友好往来、互学互

鉴的不朽佳话。

　　跨越千年，历久弥坚。

　　1955年，万隆会议开启中阿建交的大门；

1971年，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两阿提案”

在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包括13个阿

拉伯国家在内的76国投了赞成票，中华人民

共和国由此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冠

肺炎疫情来袭，中阿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为全球抗疫合作树立典范……国际关系

史上一个个永恒经典瞬间，成为中阿命运与

共的生动写照。

下转第三版

开启中国同阿拉伯世界关系新时代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伙 伴 握 手 的 时 刻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进行国事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