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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明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而产
生的新的文明形态， 是现代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

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互
联网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交流交往、
创新创造提供了新平台、新空间，也为
推动文明继承和发展、 促进文化弘扬
与繁荣提供了新载体、新机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 “加
强网络文明建设， 发展积极健康的网
络文化”的重要部署，为“十四五”时期
网络文明建设搭建制度框架。 2021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为
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指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网
络综合治理体系作出系统部署。

近年来， 我国积极推进网络文明
建设，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加强网
络空间文化培育，深化网络生态治理，
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 主旋律更
加高昂， 全社会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
神家园的氛围日渐浓厚。

拓展理论武装新阵地———
去年 10 月 14 日，“把青春华章写

在祖国大地上” 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
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四川大学举办 ，
青年榜样与莘莘学子对话青春、 共叙
成长， 在祖国大地上奏响嘹亮动人的
青春之歌。

这堂大思政课是我国拓展网上理
论武装阵地、 筑牢思想基础的生动缩

影。
围绕重大主题，打造 “理上网来 ”

“理响中国” 等一批网上理论宣传品
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加大优质内容供给，推出《万山磅
礴看主峰》《牵妈妈的手》 等一批新媒
体作品， 让党的声音成为网络空间最
强音；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推出“中国有约”“打卡中国”等
网络国际传播活动， 让中国声音传得
更远、传得更广。

一系列品牌活动创新开展， 让正
能量澎湃大流量， 让好声音成为最强
音。

培育网络文化新风尚———
《人民江山》《跟着总书记学历史》

《风雨落坡岭》 ……2024 年 3 月，2023
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结
果发布，550 个网络正能量作品脱颖而
出，引发网民关注好评。

近年来，有关部门发挥网络优势，
创新方式方法， 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积
极培育网络文化新风尚。

开展 “何以中国 ”“网络中国节 ”
“节气里的大美中国” 等主题活动，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可感可知 ；举
办“中国人的故事”“中国好网民”等网
络互动引导活动，开展时代楷模、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等典型事迹网上宣传，
推动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网络
文明环境； 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向网上延伸， 实现网上网下文明
建设有机融合……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

文化建设， 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
给，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广大
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全社
会共建共享网络文明蔚然成风。

营造综合治理新生态———
“过去一年来，中央网信办累计清

理拦截违法违规信息 5745 万余条，处
置账号、群组 781 万余个，关闭下架网
站平台超过 4800 家，推动网络生态持
续向好……”2024 年 7 月，中央网信办
发布的网络生态治理“成绩单”引人关
注。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
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是
广大网民的共同期待。

全面推进网络法治建设， 有关部
门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加
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深化网络举报
和辟谣工作， 不断优化社会协同治理
的制度机制，凝聚网络治理强大合力，
网络空间生态环境日益清朗， 人民群
众在网络空间享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

清风徐来，文明花开。
8 月 28 日至 29 日，以“弘扬时代

精神 共建网络文明” 为主题的 2024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在四川成都举
办。 这场网络文明领域的盛会，将凝聚
亿万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把网
络空间打造成为有价值认同、 有人文
关怀、有情感归属的美好精神家园。

（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

公安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
怎样？如何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自动
驾驶发展方面有何作为？ 怎样维护我国公民、法
人在海外合法权益？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7 日
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回应了当前相关热点话
题。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
度”。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亓延军介绍，在城乡融
合发展方面， 公安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 2014 年以来，共有 1.5 亿农业转移人口平
稳有序进城落户 ， 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4 年的 35.9%提高到 2023 年的 48.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仇保利表示， 公安
部将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加快推进居民身
份证、居住证功能衔接并轨。 以公民身份号码为
唯一标识， 加快推动部门间人口信息资源依法
互联共享，实现就业、教育等信息汇聚。

推进移民管理制度型开放， 提升移民和出
入境管理便利化水平。 2024 年 1 月至 7 月，外籍
人员来华观光 （休闲 ）就达 572.2 万人次 ，会议
（商务） 达 380.3 万人次， 探亲访友 172.3 万人
次，同比分别增长 403%、81.5%、107.4%。

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
机制。 2019 年以来，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优
化营商环境等出台改革举措 240 余项； 办理户
口迁移“跨省通办”业务 415 万余笔，累计异地
换、补领居民身份证 1.16 亿张；陆续推出 10 批
次公安交管改革新措施，惠及群众 8 亿多人次，
减少群众办事成本 700 多亿元。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正有序推进。 公安
部交管局局长王强介绍， 公安机关已累计发放
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号牌 1.6 万张，开放公共测试
道路 3.2 万公里，有力支撑自动驾驶技术验证和
迭代更新。 “我们将积极联合有关部门，推动建
立全国统一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标准体系。 ”

“服务发展没有止境。 ”亓延军表示，公安机
关将进一步创新理念、改进方式、优化举措，不
断提升服务管理效能， 更加积极主动护航高质
量发展。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党的二十大以来， 公安部不断推动完善公
共安全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体系， 努力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亓延军介绍，今年 1 月至 7 月，全国公安机
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30.1%、 已连续 14
个月同比下降， 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同比下降
23.8%、已连续 11 个月同比下降，现行命案破案

率保持 99.94%的历史最高水平；2023 年全国群
众安全指数达 98.2%，连续 4 年保持 98%以上的
高水平。

公安部已连续 3 年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行动。 今年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对
491 起涉黄赌毒、食药环、电信网络诈骗、网络犯
罪等跨区域、长链条、影响大的案件集中攻坚、
统一收网。 其间，全国 110 刑事、治安警情同比
分别下降 18.1%、10.9%。

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
专项行动，今年已侦办网络谣言类案件 2.2 万余
起，依法查处造谣传谣网民 2.5 万余人，依法指
导网络运营者关停违法违规账号 16 万余个，清
理网络谣言信息 132.2 万余条。

近期，《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 月 25
日，公开征求意见结束。 “目前，公安部正在认真
梳理各方面的意见 ， 充分吸收大家的意见建
议。 ”仇保利说，国家推行网络身份认证服务以
后，用户多了一种更安全、方便的选择，原有的
网络身份认证方式仍可继续使用， 用户不使用
网号、网证也可以正常上网。

今年前 7 个月， 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2.1 万起。公
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 知识产
权犯罪侦查局局长李剑涛表示， 全国公安机关
连续组织开展“昆仑”系列专项行动，依法严厉
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为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 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
障。

深化安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安全领域
国际执法合作，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
权益”。 近年来，公安机关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
议，与外国执法部门建立了一系列合作机制，强
化我海外利益保护，坚决维护我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

“我们协调缅甸执法部门一次性向我移交
白所成等 10 名重大电诈头目，并累计抓获缅北
涉诈犯罪嫌疑人 5 万余名；先后启动‘金三角’
地区涉我犯罪联合打击整治行动。 ”亓延军说，
针对群众深恶痛绝的网络赌博、 电信网络诈骗
等突出跨国犯罪，以及发生在境外的涉我绑架、
杀人、涉黑涉恶等恶性犯罪，公安部将与有关国
家执法部门加强案件协查、证据交换、缉捕遣返
犯罪嫌疑人等务实合作， 始终保持对各类涉我
跨国犯罪严打高压态势。

针对中国游客相对集中的欧洲国家， 公安
部将继续与有关国家执法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
巡逻。 全力协调外国执法部门加大力度，依法强
化对我海外机构、人员和利益的保护。

（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

以文明之光照亮网络家园
———我国网络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袁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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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在社会层面发展 “活力社 会 ”

（Creative Society）。 习近平重视体育
“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 凝聚力
量”的社会功能，主张把体育工作放在
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
局中去谋划， 打造既充满活力又和谐
有序的“好的社会”。

在国家层面培育 “自信国 度 ”
（Confident Nation）。从男排赛场“团结
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到数十
个民族在村超赛场 “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 体育能够塑造国家认
同、振奋民族精神、服务民族复兴、坚
定文化自信。

在文明层面弘扬 “东方智 慧 ”
（Chinese Wisdom）。 “5C”体系五个方
面构成的同心圆，圆心是“以人为本”
理念。 而作为现代文明主体要素的个
人、社会、国家、文明、世界，彼此之间
是和合共生、同步成长的关系。

在国际层面建设 “多彩世 界 ”
（Colorful World）。 体育是人类的通用
语言。 在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逐渐
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 体育作
为联通内外世界的桥梁、 诉说自身价
值观的媒介、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手
段，意义非凡。

“这种体系化阐释是报告的一大
亮点。 论述层层递进，视角多维，理论
贯通，逻辑缜密，便于认知和传播。 ”外
交学院体育对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周
庆杰在当天的报告发布研讨会上说。

引领实践成就历史跃迁

40 金 27 银 24 铜， 金牌数与美国
队并列第一 ， 创造境外参赛最佳战
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
上交出的成绩单，举世瞩目。

这是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
幕缩影。 智库报告总结，在习近平关于
体育的重要论述引领下， 中国体育发
生了诸多历史性变化， 取得诸多历史
性成就。

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 体育产业
“三翼齐飞”， 体育发展新格局逐步构
建。 体育的意义不仅在于竞技场上的
金银铜牌， 更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奔
赴健康生活时眼角眉梢的笑意。 而今，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者超 5 亿，“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成为现实；中国稳定在夏季
奥运会金牌榜前三， 金牌点广度不断
拓展； 体育产业迎来年均超 10%的高
速增长……

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深度激发 ，举
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型举国
体制日臻完善。 在中国向世界呈现的
“真正无与伦比” 的北京冬奥会上，既
有所有场馆提前一年完工的 “中国速
度”，也有将航天风洞实验室用于运动
员训练的“中国科技”，还有苏翊鸣等
主要由家庭力量培养起来的 “中国明
星”，这无一不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
制的生动实践和喜人成果。

一项项傲人成就的取得， 铸就国
人更多元的视野和更挺拔的姿态 ，开
放、自信、包容的气象折射中国体育心
态之变。 东京奥运会上，张雨霏向战胜
白血病的池江璃花子送出拥抱； 北京
冬奥会上， 苏翊鸣和教练面对裁判打
分争议做出大度回应；巴黎奥运会上，
何冰娇手持西班牙奥委会徽章登上
领奖台，向半决赛伤退的对手马林致
意……人们为冠军鼓与呼 ，也为这些
展现人性光辉的时刻动容。 新一代运
动员阳光洒脱、率真松弛，尽显青春中
国风采，而在他们咬牙拼搏的身姿里，
一脉相承的中华体育精神展现得淋漓
尽致。

依法治体、公正廉洁 、鼓励创新 ，
相关举措为体育生态吹拂来阵阵清
风。 体育法修订，体育仲裁制度落地，
筑牢法律和制度的基石； 兴奋剂问题
“零容忍”，体坛劲刮反腐风，以体育之
光映射政治文明建设；“最快的冰”、最
智能的场馆，搭载“黑科技”的跑鞋和
运动服， 利用科技构建更美好生活从
不是虚言。

启迪世界谱写人类新篇

也许鲜有人知， 乒乓球运动源自
英国，20 世纪初才被引入中国。 从“舶
来品”到“国球”再到“输出品”，乒乓球
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演变， 是现代中国
体育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照———由学习
西方起步， 结合传统和国情形成自己
的特色，开辟出新的天地。

报告认为， 现代体育发展的中国
范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
当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在体育领域
走出自己的道路， 体育文化和体育道
路的多样性， 将为全球体育事业发展
乃至人类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能。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在
乱变交织、动荡加剧的当下，体育包容
差异、凝聚人心的力量尤为珍贵。

从北京奥运会的“同一个世界，同
一个梦想”，到北京冬奥会的 “一起向
未来”，中国始终表达着对全世界共同
迈向美好未来的期待。 以体育的方式，
携手各国共建美好世界、 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
担当。

当中美冰壶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
上互赠礼物， 当中韩朝乒乓球选手在
巴黎奥运会领奖台上合影自拍， 当亚
非拉民众走进由中国援建的体育馆 ，
当叙利亚代表团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上受到全场观众两次起立鼓掌欢迎 ，
中国积极以体育促和平、促发展、促团
结、促治理的意义，生动而具象。

中国花样游泳队主教练张晓欢对
报告感触颇深。 她说，既要在奥运赛场
上团结夺金、为国争光，也要把握好在
世界舞台展现自己的契机， 讲好中国
故事、 传播好中国文化、 彰显大国风
范、推动不同文明的展示与交流。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这样评
价智库报告：“这份报告对我们深刻感
悟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体育情
怀， 深入贯彻体育强国战略部署和总
书记对体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 以体育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
的指导借鉴价值。 ”

悠悠中华，泱泱大国。 中国的体育
强国之路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具
体的，也是宏观的；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

豪迈凌云志，敢为天下先。 体育强
国梦与奥林匹克梦相互交织， 共同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篇章， 共同铺
就体育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康庄大
道。

（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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