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新华社记者 黄硕 蒋声雄

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日前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采访时表示，中国积
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双边、多边合作机制，
特别是为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合
作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在解决地区和全
球性重大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 3 月，时任越南外交部副部长
的黎怀忠被任命为越共中央对外部部
长。他在担任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期间
多次访华。

黎怀忠说，政党是国际政治和国际
关系中的重要力量，在解决地区和世界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肩负重要责任，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发展迅速，在地区和国
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作用日益重要，中
国提出的多项倡议有利于实现国际社
会共同制定的发展目标。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倡
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有
力促进了地区及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多
边投资和贸易发展，缩小了国家之间的

发展差距，越方对此表示欢迎。”他说。
黎怀忠表示，越南和中国是山水相

连的邻邦，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国家，都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越南党、国家和人民热烈祝贺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和在百年历程中取得
的举世瞩目成就。

黎怀忠认为，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
以来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理论成果，
对越南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黎怀忠说，近年来，越南共产党和中
国共产党保持经常性交流和沟通，对越中
关系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当前
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发展良好，虽然受到
新冠疫情影响，但双方依然在各层级以灵
活方式保持有效的交往与合作。

“我们愿意与中方在所有领域、层
级推动富有实效的交流合作。我希望
双方密切配合，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
领导人共识，为巩固和促进两党两国关
系深入发展作出贡献。”黎怀忠说。

（新华社河内 7 月 13 日电）

“中国在解决地区和全球性重大问题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

——访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
□新华社记者 央秀达珍 卢东方

世界屋脊上，一位 80 多岁高龄的
老人带领医学团队，常年跋涉在离蓝
天、白云最近的天路。50 多年来，他推
动我国高原医学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践行着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名字，深深
烙在青藏高原各族群众心中。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高
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
高原医学专家。今年 6 月 29 日，他站
上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奖台，戴上
了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高原的守望者
【一个愿望】
20 世纪 30 年代，吴天一出生在新

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
他 9 岁随父母去南京读书。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
援朝战争正式打响。在南京，吴天一
顺利通过征兵体检，成为一名中国人
民解放军战士。

“别看我个子小，但体质好。我当
时只有一个愿望，参军报国。”吴天一
说。由于文化功底良好，一入伍他便
被分配至中国医科大学培养。6 年的
理论培训结束后，抗美援朝已经签订
停战协议。“但当时部队还没撤回，我
就强烈要求去前线。”

1957 年，吴天一与夫人一起，换上
志愿军的服装，来到位于平壤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 512 医院。在那里，因为
防治疫情得力，他获得第一个三等功。

1958 年随部队回撤到青海后，为
响应当时“大练兵”号召，吴天一被分
配至某骑兵连。“我要当一名普通兵。”
吴天一说，在骑兵连他获得了“五好战
士”荣誉，为他之后常年在高原“骑马
问诊”打下了基础。

【一个决定】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大批青年怀着

梦想，来到青海建设高原。意想不到
的是，许多初到青海的内地建设者很
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心慌、

胸闷、头痛欲裂⋯⋯由于缺乏高原病
基本知识，很多高原病被当作普通肺
炎、肺充血症治疗，许多建设者相继病
倒甚至献出了生命。

吴天一说，当时高原病在我国医
学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国内对它认识
不清，国际高原医学领域只有外国人
说话。“我要攻克高原病”，这一决定让
他接下来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高
原医学研究。

“ 青 藏 高 原 缺 氧、低 压 的 恶 劣 环
境，阻碍了人们开发高原的步伐，也威
胁着这里居民和官兵的健康和安全，
必须找出高原病的致病原因并不断研
究下去。”吴天一开始用所学的医学知
识保障高原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马背上的好曼巴”
【一个标准】
1978 年，吴天一与同事共同创建

了全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为尽
快全面掌握各种急慢性高原病，1979
年至 1992 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 10 余
年、覆盖 10 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每
到一个地方，我都问哪里海拔最高？”
吴天一说，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
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
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到牧区下乡，帐房一支，仪器一
架，发动机一响，牧民们以为是电影放
映队来了。”吴天一克服头痛、胸闷、失
眠、腹泻和呕吐等高原反应，骑着马，
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深入牧区的帐
篷做高原病普查。饿了吃点牧民的青
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
起睡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帐篷里，
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
低氧适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精
通汉语、塔吉克语、英语、俄语的吴天
一，又学会了藏语。几十年的科研工
作，他走遍了青藏高原大部分高海拔
地区，诊治过数万名牧民群众，整理了

大量的临床资料，藏族牧民亲切地称
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医生）”。

吴天一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
急、慢性高原病，从流行病学、病理生理
学和临床医学方面做了系统研究。他提
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
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
海标准”，于2005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
为高原病的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条铁路】
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

康是一个严峻考验，这是建设高原铁
路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也对高原医学
提出了新挑战。

青藏铁路建设 5 年中，作为原铁道
部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吴天一带头制
定出一系列劳动保护和高原病防治措
施，建立了全面科学的卫生保障措施和
急救方案，将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写
入科普手册，送到每个筑路工人手中。

“青藏铁路沿线 80%的地方海拔
都在 4500 米以上。在这里吸进来的
氧气只有海平面地区吸氧量的一半。”
吴天一说。

他亲自带领科研医疗队上山指导
工作，研究开发以藏药为主的红景天
等致适应剂，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
施，使急性高原病发病率由青藏公路
建设初期的 9.8%降至 1%以下。

吴天一的研究不但保障了青藏铁
路的顺利建设，而且创造了 14 万劳动
大军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地区工作 4
年、无一例因急性高原病死亡的世界
医学奇迹。

生命的保护神
【一场地震】
“我既是医生又是党员，还是最懂

高原病的人，我必须去！”2010 年 4 月
14 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 7.1
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彻夜未眠，
主动请缨，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连
夜带领医疗队奔赴灾区。

到达灾区后，他日夜奋战在救灾
一线。白天，往返奔波于各大救援点，
指导并参与高原肺水肿病人的抢救；
夜间，辗转各医疗队讲解高原病防治
救援知识，尽全力拯救群众生命、保障
人民健康。他还发挥懂藏语的优势，
为受灾群众讲解知识、疏导心理。

“这是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的地震，
我们要以共产党人的精神战胜高原地
震灾害。”吴天一说。震后，他主持召
开了多个会议，进一步总结玉树地震
救援经验，并面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
国抢救急性高原病的成功经验。

【一生追求】
全身 14 处骨折，双眼白内障，耳朵

鼓膜被击穿⋯⋯吴天一身体饱受病痛
折磨，但他仍深深迷恋着这片土地，扎
根高原从医 50 多年，默默守护着青藏
高原的万千生命。

吴天一在下乡途中曾经历过多次车
祸。最严重的一次他多处肋骨骨折、髌
骨粉碎性骨折、胫腓骨骨折。至今，他腿
部还有一根十几厘米长的钢板。

高原长期的紫外线辐射让吴天一
的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术后，他
没有休息片刻，立即投入到实验中。
左眼工作，右眼就戴着眼罩休息；累
了，再把眼罩换到左眼上⋯⋯

在进行高低压实验氧舱模拟实验
中，吴天一主动承担第一次实验的风
险，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舱体。由于缺
乏经验，舱内气压迅速下降，他的鼓膜
被击穿，听力严重受损，但他摸清了舱
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吴天一在卫生健康领域奋战一辈
子，获得无数荣誉。“青藏高原是我科学
研究的根，是我生命的根，高原医学研究
是我一生的追求。‘七一勋章’是党内最
高荣誉，是荣誉也是考验。未来我要带
好团队培养好接班人，为保障高原人民
和官兵的健康作出更大贡献。”他说。

（新华社西宁 7 月 13 日电）

“马背院士”吴天一：把根扎在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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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世雄 王学刚 康子湛

起飞，人民空军在这里孕育启航。
起飞，人民空军从这里飞向战场。
位 于 黑 龙 江 牡 丹 江 海 浪 机 场 的

东 北 老 航 校 旧 址 是 人 民 空 军 的 起 飞
地，辽宁丹东浪头机场是人民空军的
战斗起飞地，这两处起飞之地，是人
民 空 军 孕 育 成 长 、“ 横 空 出 世 ”的 摇
篮，也是见证党领导人民空军建设的
历史地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地处白山黑水的两处起飞之地旧址修
葺一新，一批又一批官兵来到这里开
展专题党日活动。

记者跟随当年的战斗英雄、老飞
行员以及他们的后人，踏访两处旧址，
重温当年的热血激情，探寻人民空军
发展壮大的红色航迹。

惊天航迹：人民空军在这里孕育
启航

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听着
远处跑道上飞机起落的轰鸣声，92 岁
张吉林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家，海浪机场的一草一木，都
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世事沧桑，70 年后，一切都变了，
但仿佛一切又没有变。机场内，一段
跑道旧址还是当年的模样，砂石堆砌
的地面凹凸不平，对面标志性的平顶
山连绵起伏，从山口吹来的风，似乎还
是记忆中的味道。

“没变样，几十年了，还是这个样
子！”张吉林热泪盈眶。

1951 年，张吉林被组织选中来到
这里走上了自己的“飞天之路”。

在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展陈
中心内，一张张生动的历史图片、一件
件真实的文献实物、一个个精致的沙
盘模型，铺展开一幅人民空军起飞、精
飞、奋飞的历史画卷。

那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展品，引
人驻足，令人深思。

1946 年 3 月 1 日，人们习惯称之为
东北老航校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在 吉 林 通 化 正 式 宣 告 成 立 。 一 个 月
后，学校搬迁至牡丹江海浪机场，这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
第一所航空学校。

人民空军从这里起飞。
在这里，老航校的先辈们吃高粱

米，啃窝窝头，用咸菜疙瘩下饭。
在这里，老一辈飞行人员克服困

难，冒着敌机轰炸和匪特袭扰，在东北
全境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缺少汽油，
就想方设法用酒精代替；缺少螺旋桨，
就几架飞机共用一个。

在这里，一群平均文化水平不到
小学程度的飞行员，苦攻“文化关”。

⋯⋯

“不一样了，祖国强大了，空军强
大了！”看到展览中反映今天人民空军
建设成就的内容，张吉林连连感叹。

“创办之初，老航校极其艰难，先
后四易校址。”东北老航校老校长常乾
坤之子常砢说，老前辈们胸怀“千难万
险何所惧，愿为航空献青春”的革命豪
情，开创了人拉火车、马拉飞机、直上
高教机等先例，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
艰苦卓绝的创业史诗。

到 1949 年 7 月，东北老航校一共
培养出 126 名飞行员、24 名领航员以
及 410 名航空工程、通信、气象等各类
航空技术人才，开创了我党我军自主
培养航空人才的先河。

后来，“东北老航校”也被人们看
作“人民空军的摇篮”。老航校培养了
一大批在抗美援朝中功勋卓著的“空
中勇士”，孕育形成了“团结奋斗、艰苦
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东北老
航校精神。

走出展陈中心，穿过老航校的老
跑 道 ，仿 佛 是 通 向 过 去 的“ 时 空 隧
道”。跑道右侧，老航校时期的草棚被
还原，用于飞行训练的“九九”式高级
教练机、P-51 改装教练机、PT-19 初
教机等飞机模型，整齐陈列。站在这
些曾经的“战友”身边，张吉林感慨万
千：“飞行始终在我脑海里，现在我都
想飞。”

张吉林打开了话匣子，将飞行经
历向年轻的飞行员们娓娓道来，并和
他 们 畅 谈 老 航 校 历 史 、交 流 飞 行 心
得。“你们有这么好的飞行条件，一定
要珍惜，地面苦练，空中精飞！”张吉林
说。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弦歌不断。
老航校精神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
大队的“95 后”飞行员王鑫感触颇多：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年轻飞行员，我一
定会秉承老航校光荣传统，将红色基
因融入血脉，努力锤炼过硬战斗本领
和 飞 行 技 能 ，为 祖 国 和 人 民 再 立 新
功！”

首战首胜：人民空军从这里起飞
战斗

70 多年过去了，鸭绿江依然静静
流淌。

70 多 年 前 ，一 批 批 老 航 校 学 员
从 海 浪 机 场 的 跑 道 上 起 飞 ，学 会 了
飞行，不久之后，从老航校走来的年
轻 人 民 空 军 从 丹 东 浪 头 战 斗 起 飞 ，
学会了空战。

从 不 会 战 斗 到 学 会 空 战 ，从 只
能 打 小 机 群 到 敢 于 同 大 机 群 作 战 ，
志 愿 军 空 军 在 战 争 中 学 习 战 争 ，逐
渐 成 长 为 一 支 具 有 强 大 战 斗 力 的 空
中力量。

谁又能想到，当年打出令敌闻风
丧胆的“米格走廊”奇迹的志愿军空军

使用的地下指挥室，是如此简单甚至
简陋。

踩着湿漉漉的台阶进入修缮还原
的地下指挥室，尽管室外热气逼人，但
室内却异常凉爽，甚至寒冷。在复原
的指挥室墙壁上，悬挂着许多当年志
愿军空军空战示意图，一个经典战例
引起关注——

年 轻 的 志 愿 军 空 军 为 防 止 空 战
中单打独斗被敌各个击破，研究了一
种“蜂王战术”，即要求僚机飞行员要
像蜜蜂一样围着蜂王飞，进而实现团
队 作 战 形 成 空 战 优 势 ，利 用 这 一 战
术，在清川江口一仗，飞行团长郑长
华 顺 利 击 落 敌 机 F-86，我 方 无 任 何
伤亡。

从空中作战“零”经验，到揭开空
战之“谜”，再到总结提出了“一域多层
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创造了一段热血
与激情的历史。

今年 87 岁的陶伟说：“当年，年轻
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把我军集中优势
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和英勇善战的战
术作风带到天上，尤其是将‘刺刀见
红’的精神运用到空战，形成了‘空中
拼刺刀’精神。”

1953 年 5 月 17 日，19 岁的飞行员
陶伟升空作战。

“近点、近点、再近点⋯⋯”面对多
架敌机的包围，初出茅庐的陶伟抱着

“宁愿血洒蓝天，撞也要把敌机撞下
来”的信念，在距敌机 120 米处猛烈开
炮，敌机凌空爆炸，碎片贴着陶伟的座
舱“嗖嗖”飞过，开创了人民空军空中
近战歼敌先例。

战 友 们 惊 叹 ：“ 这 哪 里 是 空 中 打
炮，这是空中拼刺刀！”

志愿军空军飞行员中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我和我的飞机就是第 201 发
炮弹。”

当时，米格-15 飞机空中满载带弹
量是 200 发，所谓的“201 发炮弹”，是
指飞机的炮弹打光后，飞行员和飞机
就是最后一发炮弹，即第 201 发炮弹，
就是撞也要把敌机撞下去。

今年 92 岁的锡伯族飞行员那启
明，当年喊着“201 发炮弹”的口号走上
了空战战场。

1952 年 6 月，朝鲜西北部，大同江
上空，飞行编队中的那启明听到地面
指挥员传来的情报：“听到了敌机的声
音，注意搜索。”

那启明立即转向寻找敌机，两架
F-84 战斗机进入视线。在僚机的掩
护下，那启明成功咬尾 1 架。抵近、开
火，第一次打偏，重新瞄准、开火⋯⋯
僚机在无线电里连声喊：“打中了！”

那启明首开全师入朝参战空战纪
录。40 天后，在一次任务返航途中，那
启明又成功击中两架敌机。

在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抗美援朝

空战中，年轻的人民空军搏击长空，击
落敌机 330 架，击伤 95 架，创造了“一
年成军，三年成名”的奇迹，打出了国
威军威。

描绘更加壮美辉煌的航迹
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一代代

共产党人魂牵梦绕、艰辛探索。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她⋯⋯”
东北老航校开学第 7 天，飞行科科

长吉翔遭遇飞机故障，坠于老跑道一
旁的机堡处，不幸牺牲；第 14 天，教育
长蔡云翔执行运输任务时，因飞机失
速坠地牺牲⋯⋯

“面对如此巨大而连续的挫折，老
航校人却从未丧失信心。学员们从这
条跑道上前赴后继地驾机起飞，其中
就包括王海、刘玉堤等一大批战斗英
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政委王
玉玮说。

从东北老航校精神到“空中拼刺
刀”精神，作为空军部队特有的精神财
富，蕴含着人民空军的精神谱系和胜
战密码，成为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
攻 防 兼 备 的 强 大 人 民 空 军 的 澎 湃 动
力。

36 岁的“金头盔”得主姚凯，现任
空军航空兵某旅副参谋长。

一次，在我任务区域内，姚凯驾机
与外军战机迎头对峙，姚凯沉着应对，
驾驶战机不断抵近外国军机，直至外
军战机调头撤退。

姚 凯 凭 借 高 超 技 能 占 据 有 利 态
势，最终确保行动圆满完成，捍卫了国
家利益。“就是豁出血肉之躯，也要把
对手的嚣张气焰压下去！”姚凯说。

开拓创新是人民空军的“胎记”，
是这支飞翔的军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又一基因密码。

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展陈中
心展柜里，摆放着一张老航校时期的
毕业命令。命令中，有两个印在一起
的名字：陈继法、刘玉堤。

讲解员张博说，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有一位名叫陈
浏的飞行员驾驶歼-20 战机飞越天安
门，他的爷爷和姥爷正是命令上的陈
继法和刘玉堤。

作为老航校英雄的后人，新一代
飞行员陈浏驾驶着国产新型战机飞越
天安门，既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梦想
的延续，更是对先辈的致敬。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胜利走向胜
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空军
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
新超越，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空军的新征程，描绘更加
壮美辉煌的航迹！

（参 与 采 写 刘 小 兵 刘 汉 宝
刘若男 王琢舒 刘丹 刘敏 张雨晴）

（新华社沈阳 7 月 13 日电）

搏击长空心向党
——从起飞之地探寻人民空军发展壮大的红色航迹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 由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委组织编写的《新时代机
关党建简明读本》一书，已由党建读物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该读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面提高机

关党的建设质量为主线，共 9章、11万余
字，系统阐述了加强新时代机关党建的重
大意义、使命任务、重点举措等，集中反映
了近年来机关党建的重要理论、实践和制
度成果，是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辅助
读物和机关党建工作的业务用书。

《新时代机关党建简明读本》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
态新模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外
贸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
重要趋势。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有利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培育参与国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对于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深化外贸领域“放管服”改
革，推动外贸领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
务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要坚持鼓
励创新、坚持包容审慎、坚持开放合作的
基本原则。《意见》从五个方面部署 20 项
重点工作。

一是积极支持运用新技术新工具赋
能 外 贸 发 展 。 推 广 数 字 智 能 技 术 应
用。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扩大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范围。
培育一批优秀海外仓企业，鼓励传统外
贸企业、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等参与海
外仓建设。完善覆盖全球的海外仓网
络，提高海外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促
进中小微企业借船出海，带动国内品
牌、双创产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二是持续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
提升传统外贸数字化水平，支持中小微企

业创业创新。优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政
策框架，提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便利化水
平。支持各试点区域因地制宜探索创新，
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是深入推进外贸服务向专业细分
领域发展。进一步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健康发展。提升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水
平，支持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
开展保税维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
离岸贸易。支持外贸细分服务平台发展
壮大，鼓励外贸企业自建独立站。

四是优化政策保障体系。创新监管
方式，引入“沙盒监管”模式，推动部门间
数据对接。落实财税政策，优化相关税收
环境。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出口信用
保险对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支
持力度。便捷贸易支付结算管理，深化贸
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

五是营造良好环境。维护良好外贸
秩序，探索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保护公平
竞争。推进新型外贸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行业组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育。深化
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跨国物流等领域国际合作。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贯彻落实，及时出
台相关措施，继续大胆探索实践。不断
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积极营造鼓
励创新、充满活力、公平竞争、规范有序
的良好氛围，促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健
康持续创新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

这是开幕式上举行的中国互联网大会 20 周年纪念仪式（7 月 13 日摄）。当日，由
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2021（第二十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
幕。本次大会以“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互联网引领数字经济新发展”为主题，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开闭幕式、开幕论坛、分论坛、电竞表演赛、特色展览
等活动，充分展示互联网及相关行业的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大会将持续至 7 月
15 日结束。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2021 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