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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复信比利时知名友好

人士董博，鼓励他继续积极促

进中比、中欧友好。

习近平指出，读到你热情

洋溢的来信，我回想起2014年
和夫人访问比利时期间，同菲

利普国王夫妇一道出席天堂动

物园大熊猫园开园仪式的情

景。我高兴地得知，当年在天

堂动物园栽种的紫玉兰已花开

满树，作为中国“友谊使者”的

两只大熊猫也在茁壮成长。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

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

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

护，大熊猫已从“濒危”降为

“易危”等级。中国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将为世界提供更

多机遇，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

大贡献。中比关系的发展，离

不开两国各界友好人士的长

期努力和无私奉献。相信你

和其他友好人士将继续撒播

友好的种子，吸引更多民众特

别是青年一代踊跃投身友好

事业，为中比、中欧关系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近日，比利时天堂动物园

董事长、创始人董博致信习近

平主席，回顾习近平主席和夫

人彭丽媛2014年3月访比期

间出席天堂动物园大熊猫园开

园仪式的情景，表示中国园体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中

国梦和中国的发展繁荣永远是

可共享的机遇。

习近平复信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佛山中考将于6月26至28日

举行。近日，市招生办发布考生

注意事项，提醒考生可在 6月

25日下午到考点现场踩点。另

外，佛山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学

校综合评价时间统一为7月1
日，需参加的初三考生及时留意

各学校发布的具体安排。

市招生办提醒，从6月21
日起，各区招生办、初中学校（报

名点）可登录佛山市中考信息管

理系统查询考试编排和打印考

生准考证，考前3天发给考生。

考生可在6月25日下午到考点

现场踩点，但不可以进入考场。

统一赴考的考生跟随学校安排

即可，非统一赴考的考生须根据

准考证上的考点名称和地址，提

前熟悉赴考路线，测算赴考所需

时间以及最佳赴考路线和交通

工具。

考生须提前准备好自己的

准考证（社会考生连同检查身份

证），以及考试文具等。考生应

在学校组织下开展诚信教育和

纪律教育，知晓违规违纪行为严

重后果，自觉遵守考试纪律，自

觉抵制违纪违法行为。

市招生办建议考生，要留足

赴考时间，考生不携带手机。每

科开考15分钟后（英语科开考

前第15分钟），禁止迟到考生进

入考场。

考试期间，请考生及家长密

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

报预警信息，随身携带雨具，多

备一套衣服鞋袜。如遇极端或

强降雨天气，注意绕行易积水、

易拥堵路段，确保出行安全和顺

利赴考。

中考作为孩子求学阶段遇到

的第一场大考，许多考生和家长

都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市招生办

特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心理调

适小妙招，建议考生保持适度紧

张、积极向上的应试心理。

佛山中考下周一开考，市招生办发布考生注意事项

考生25日下午可踩点

两部门：

加强用人单位
防暑降温工作
据新华社电 近日，记者从国家

卫生健康委获悉，为加强高温作业

及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有效防

范职业性中暑事件的发生，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日前印发《关

于做好2023年用人单位防暑降温

工作的通知》，部署重点行业领域、

重点岗位和人群防暑降温工作。

通知指出，目前，全国各地陆续

进入夏季高温季节。近年来，夏季

高温作业及高温天气作业导致劳动

者中暑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对劳

动者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

威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疾

控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明确工作责

任，加强组织领导，系统谋划部署，

协同推进用人单位防暑降温工作和

各项职业病预防工作。

通知强调，有关方面要主动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业和信息化、

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等部门及工会组织加强沟通协调，密

切协作配合，协同加强建筑施工、冶

金、铸造、运输（露天装卸）、环卫、快

递等行业领域以及炉前工、露天装卸

人员、环卫作业人员、快递员等岗位

和人群的防暑降温工作，提高工作主

动性。

据悉，下一步，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和疾控主管部门将综合运用

多种形式加强督促指导，压实用人单

位主体责任，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同

时，督促指导用人单位开展源头预

防，改善作业场所环境和条件。
中
考
心
理
调
适
小
妙
招

备好考试文具，文具可用透明文具盒（袋）装好，除2B铅笔、书写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直
尺、圆规、三角板、橡皮外，禁止携带任何书籍、笔记、资料、报刊、草稿纸、计算器、各种无线通
信工具（如移动电话、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环等）、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含电子笔记本
等）、涂改液、修正带以及不透明的文具盒（袋、套）和水杯（含饮料瓶）等物品进入考场。考场
配有空调，考生可准备一件薄外套。

留足赴考时间，适当提前出发，防止因交通堵塞、暴雨等原因耽误考试。如果赴考途中发现漏带或
丢失证件，请及时向班主任或考点工作人员求助，不要自行折返寻取，以免耽误考试时间。

考试期间，考生及家长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随身携带雨具，多备一套衣
服鞋袜。如遇极端或强降雨天气，注意绕行易积水、易拥堵路段，确保出行安全和顺利赴考。

家长如要接送考生，应服从公安和考点工作人员管理，避免考点门口人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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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开考前60分钟起（规模较大考点可再提前），考生在考点入口沿检测通
道有序入场，核验准考证（社会考生连同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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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家校协作，积极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应试观，保持适度紧张、积极向
上的应试心理。家长理性看待中考，减少过度焦虑，为考生科学合理安排膳食，
注意饮食安全，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学生科学安排体育锻炼，保持良好体力，
舒缓考前心理压力，提高学习效率。

1

考中“考完一科忘记一科”，不因某科考试表现影响后续科目的发挥。2

考后关注学生可能因骤然放松而导致出现的“适应性障碍”，合
理改变生活方式，不可过度放任，沉迷网络。

3

重点关注因考试成绩不理想出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
心理的学生，引导积极调整心态，正确看待和坦然接受考试成绩。

4

端午假期全国出入境
客流将迎“小高峰”
据新华社电 国家移民管理局

20日分析评估，预计2023年端午

节期间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

“小高峰”，出入境人数峰值有望超过

140万人次/天，日均将达128万人

次，较去年端午节增长约2.2倍，是

2019年端午节的63%，预计客流高

峰主要集中在6月22日、23日。

大型国际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

稳步恢复，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

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日均通关人数

预计将分别达到 2.8万、5.1万、

2.3万人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出

入境客流持续增长，珠海拱北口岸

日均通关人数预计将达到32万人

次，深圳罗湖、福田地铁口岸预计将

达到17.8万人次、15.2万人次。

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部署全力

做好端午节期间口岸出入境通关保

障工作，要求全国边检机关科学预

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

况，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备足

执勤警力，开足查验通道，科学组织

勤务，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

队不超过30分钟，确保口岸运行安

全顺畅有序。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出入

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

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

签证是否有效，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

形势、入境政策，合理安排行程，注意

人身安全和健康防护。通关过程中

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

局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

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导 读

A04

优质耐热甜玉米
从南海走向全省

据新华社电 记者20日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
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

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

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0592列，较现

图增加 46 列；开行货物列车

22182列，较现图增加394列，铁

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

效率进一步提升。

据介绍，此次调图是铁路部

门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深化运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客货运

输市场需求，对运输组织做出的

一次全面系统调整。一是扩大京

津城际铁路和广深港高铁运能，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香港与内

地人员往来。二是增开进出东北

高铁列车，更好服务东北全面振

兴。三是西部铁路提质运营，为

西部大开发注入新动能。四是压

缩普速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全面

调整旅游列车运行线。五是大力

增开货物列车，提升铁路保通保

畅能力。

在粤港澳大湾区方面，深圳地

区将进一步优化列车开行结构和方

案，通过高铁运能提升、增开跨境高

铁列车、优化配置广深城际开行方

案等方式，更好地满足深港两地日

益增长的旅客出行需求。

全国铁路7月1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三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两个结

合”的重大意义，指明“结合”的

结果是互相成就，产生“深刻的

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

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

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

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道出了“两个结合”的运动规律

和成果形态，为新时代努力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法、

路径和目标。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
国的”

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

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

院。望向讲堂上高悬的“实事求

是”匾额，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真理本土化的过程，就是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的过

程。当科学理论植根中华民族

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

之树愈发根深叶茂，牢牢扎根在

中国大地。

马克思主义这一肇始自西

方的学说自传入之初，便与中华

文明产生了共振。

回望百年前，国家蒙辱、人

民蒙难、文明蒙尘。救亡图存之

际，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

主义，让那些“以前没有听说过”

的道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

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而言，缘

何发轫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能

在东方热土展现光明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答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

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

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

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

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

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

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这看似是思想的偶遇，实际

上却是文化的融通、历史的必

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

化进程中，不断生根发芽、实现

理论飞跃。

2022年10月27日，党的

二十大后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延安杨家岭中共七

大会址，瞻仰革命旧址，感悟历

史的启迪。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

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

思想写入党章，为我们党不断从

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开辟了正确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论断。他

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

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始

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

和旺盛活力。

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

产党这个“行动的马克思主义

者”，既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

义。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

地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

真理力量。

法兰克福、伦敦、纽约等各

大国际书展上，《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深受读者青睐，成为当之

无愧的精品图书。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

“这本书为了解一位领袖、一个

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打开

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

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

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理念，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多元一体”的民族史观，深化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闪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一

家”的智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世界历史理论；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神特质的融会贯通，充盈着浓

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

然的民族魂，不断夯实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

群众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
现代的”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

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使之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

调。

这是对中华文脉的传承发

展——

2019年8月，初秋的河西

走廊，祁连雪山和沙漠绿洲相映

成辉。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第

一站来到敦煌莫高窟，察看历史

悠久的彩塑、壁画，了解历史沿

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强调

“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

从重视敦煌文化、良渚遗址

保护到推动中国国家版本馆等

文化殿堂相继落成，从关注传统

街区、古建筑保护到推动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以护

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的崇

高使命感，身体力行推动中华文

化保护传承。

从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到强调“在世界文学艺术领

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

范”，再到要求“加强城乡建设中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习近平总

书记围绕文化传承保护提出的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

动文脉传承历久弥新。

（下转A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