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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2019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方案》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一系列主

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
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
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促进科学保护、世
代传承、合理利用，积极拓展思路、创新方
法、完善机制，到 2023 年底基本完成建设任
务，使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文物和文化资
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局面初步形成，权
责明确、运营高效、监督规范的管理模式初
具雏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成果经验，
为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造良好
条件。

《方案》明确，要坚持保护优先、强化传
承，文化引领、彰显特色，总体设计、统筹规
划，积极稳妥、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根据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布局、禀赋差
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
况，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
传统利用 4 类主体功能区。

《方案》要求，要修订制定法律法规，推
动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理念入法入规；
要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
分别编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规划；要协调推进文物和文化资
源保护传承利用，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
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
点基础工程建设；要完善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管理体制机制，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强化
顶层设计、跨区域统筹协调，在政策、资金
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要加强组织领导
和政策保障，广泛宣传引导，强化督促落
实，确保《方案》部署的各项建设任务落到
实处。

中办国办印发《方案》

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方坚决反
对，执意审议通过“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
法案”。这部“法案”恶毒攻击中国新疆的人权
状况，歪曲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
义的努力，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治疆政策，极大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并向暴恐势力发出
严重错误信号 ，性质极其恶劣 ，用心十分
险恶。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
是国际社会共同打击的对象。新疆是中国反
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自上世纪九十年
代至 2016 年，“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制造了
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
众伤亡，严重危害我国的安全与稳定，严重危
害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严峻
复杂的形势，中国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依法开
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通过着力改善民生、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
培训中心等一系列举措，最大限度挽救了有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人员，
最大限度消除了滋生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
义的土壤和条件，最大限度保障了公民的基
本权利免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侵害，
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
基础。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近年来，新疆
反恐、去极端化成效显著，稳定红利不断释
放。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已连续三年没有
发生暴恐案件，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
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实
践证明，新疆反恐、去极端化举措符合新疆各
族人民根本利益，增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民
生福祉，是顺民意、得人心、卓有成效的。

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法
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打击恐怖主义，新疆开
展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符合国家法治精神
和要求，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
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公道自在人心，作为国际
社会反恐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反恐
和去极端化斗争为全球反恐事业作出了积极
贡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去年底以来，
联合国高层、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一些
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境外媒体、宗教团
体等来自 91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 余批团组、
1000 多人赴疆参访，纷纷称赞新疆反恐、去
极端化工作经验值得学习借鉴。不久前，60
多个国家的代表在第 74 届联大三委会议期
间踊跃发言，积极评价中国新疆的反恐和去
极端化举措。

美国的涉疆法案，无视新疆反恐和去极

端化举措取得的显著成效，无视新疆各族人
民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客观事实，无视国际
社会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普遍共识，严
重违背国际道义和人类良知，严重破坏国际
反恐合作。美方在反恐、去极端化问题上搞
“双重标准”，说到底是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的袒护纵容，为“三股势力”撑腰打气，充分暴
露了美国一些政客和反华势力妄图借所谓
“新疆问题”遏制、分裂我国的险恶用心。

乌云遮不住太阳，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新
疆的反恐、去极端化举措，是正义对邪恶、文
明对野蛮的斗争，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衷
心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和积
极评价。“9·11”事件殷鉴不远，美方不要好
了伤疤忘了痛。美方如果一意孤行，坚持为恐
怖主义张目，继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必将
自食恶果！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是正义之举
新华社评论员

总书记关切高质量发展· 聚焦六稳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蔡拥军、吴茂辉

一个经济体，发展动力足
不足、潜力大不大、活力强不
强、魅力够不够，观察角度有多
个。外资，是一扇直观窗口。

“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
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
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
展。”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向全球发出“中国邀约”。

记者近日调研发现，全球
经济复苏动能趋弱、预期不稳
背景下，各地稳外资政策效应
持续释放，外资进得来、留得
住、能共赢，中国高质量发展
和对外开放步伐更加坚定，在
与世界共同做大发展蛋糕道
路上稳步向前。

“中国的开放机

遇，就是我们的发展机

遇”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越来越多
国际投资者，成为这句话的见
证人。

初冬的海口，温暖如春。
大英山 CBD 核心区内，韩国
柱玲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金
秀珉跟同事们忙着处理业务。

“除了做原有业务，我们
还在帮 20 多家韩国企业入驻
海口全球贸易之窗大厦。”在
六层办公的她指了指楼上，面
带喜悦地对记者说，“我们把
12 层、13 层都租了下来，大约
3600 平方米。”

柱玲公司今年 9 月在海口
注册成立并入驻全球贸易之
窗。与柱玲公司一同签约入驻
的，还有 27 家韩国企业，涉及
贸易、服务、医美等多个领域。

“中国要在海南建设自贸
港，我们非常看好。”金秀珉接
着说，“中国的开放机遇，就是
我们的发展机遇。”

前三季度，海南实际利用
外资、新设外资企业分别增长
139 . 4%、146 . 9%，实际利用
外资增速居全国首位，成为新
的投资热土。

放眼全国，前 10 个月，新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3407 家，
实际使用外资 7524 . 1 亿元，
同比增长 6 . 6%。这意味着，每天平均有 100 多家外商投资
企业在中国诞生、约 25 亿元外资落地中国。

这种吸引外资表现，在全球处于怎样的水平？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近一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

告》，或许可以作答：2019 年上半年，中国吸引外资 730 亿美
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
中经济体。

外资“磁吸力”持续强劲的背后，蕴含着中国扩大开放的
战略定力、言出必行的大国担当。

63 条，48 条，40 条，这是近三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条目变化。

负面清单越缩越短，开放领域越来越宽。上个月，国务
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一系列“做
减法”的措施，让中国跑出开放“加速度”。

“不得不说，在开放方面，中国走在世界前列。”首次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身份访华的格奥尔基耶娃说，“中国通
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相信中国未来在包括
金融、资本等各个领域都将继续保持开放。”

“在中国、为世界”成外资扎根新主流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外资不
断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不仅是看中中国的巨大市场，更
看好转型升级中的中国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驱动力。

“今年中国汽车市场销量持续下滑，但我们还是加大在
华投资，为什么？”在中国已经生活两年多的秋山佳信盯着记
者，自问自答道，“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既能契合中国小型轻
量、节能环保的需求，又能兼顾运动性能提升。”

秋山佳信是全球自动变速器主要生产商、日本加特可
（广州）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总经理。他介绍，加特可 2007 年
落户广州，十几年来经过几次“扩容”，年产量已经达到 120
万台，“现在不是愁订单，而是超负荷运行”。

走在生产车间，加特可（广州）公司副总经理黄光继告诉
记者，公司把日本最先进的技术拿到中国，设立品质技术研
发中心。“这个研发中心 200 多人，98% 以上是中国员工。现
在公司是日本、中国联动创新，从中国研发设计的产品流向
世界各地。”

就在上个月，加特可在江苏张家港独资设立中国区第二
家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运营，年产能预计 48 万台。

全球最大的外币兑换公司通济隆、全球化学品生产和分
销巨头昂高化工、全球乳制品巨头恒天然…… 11 月，又一批
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上海。至此，落户上海
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总数增至 1163 家。

“我们在中国生产，不仅‘为中国’，也是‘为世界’。”法国
航空防务行业领军公司泰雷兹全球执行副总裁苏睿思的话，
道出了不少国际投资者的心声。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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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方立新、田朝晖、王京雪、强晓玲

这是一个关于爱国、奋斗、追梦的故事。
内地汉族干部吴雨初，两次进藏援藏，一

次 16 年，一次 8 年。
第一次进藏，吴雨初 22 岁。吴雨初说：

“我有幸遇到那么多善良的藏族同胞，留下刻
骨铭心的记忆，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次进藏，吴雨初 57 岁。他辞掉北京
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回到雪域高
原，从零开始，建起“填补国内空白”的牦牛博
物馆。

“憨厚、忠勇、悲悯、尽命”，是吴雨初对牦
牛精神的概括。

亚格博 ，是藏族同胞对吴雨初的称
呼——藏语意思是“老牦牛”。

“汉藏一家亲”：他有藏族妈

妈，也有藏族女儿

进入 12 月，拉萨的阳光也挡不住寒意，
西藏牦牛博物馆工作人员正热火朝天地把馆
藏打包装箱。

现在是西藏旅游淡季，800 余件藏品将
随 50 个木箱，“冬驻”4000 多公里外的浙江
省自然博物馆，让江南观众零距离了解牦牛
和藏族人民的故事。

2016 年进京城、2017 年走羊城、2018 年
下金陵，牦牛博物馆建成后，吴雨初带着馆藏
在全国多地巡展。这次到浙江巡展，是第四站。

整理、研究、传播、弘扬藏族人民的牦牛
文化，吴雨初的梦，终于圆了。

2011 年，时任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的“老援藏”吴雨初，向组织提出辞
职，申请重返西藏圆一个梦。知道他不是心血
来潮，知道他对雪域高原魂牵梦萦，组织最终
同意了他的申请。

57 岁重返西藏，与 1976 年 22 岁大学毕
业时瞒着父母报名援藏，既相同又不同。

相同的是，祖国西部那片高原召唤他“人
往高处走”。不同的是，35 年前，他初生牛犊
不“恐高”，想赴雪域燃烧青春热血；35 年后，
年近花甲的他，放弃的是安稳舒适，选择的是
艰难莫测。

他要干的是文化援藏——建设一座牦牛
博物馆。此前，他从没做过博物馆工作，辞去

领导职务后，手下无人无钱无藏品，只有一个
创意 PPT。

这个 PPT ，源于一个梦。
2010 年冬日的一个夜晚，吴雨初做了一

个梦。梦中的电脑屏幕上，“牦牛”与“博物馆”
两个词像动画一样拼在一块儿，变成“牦牛博
物馆”。

此后一个月，他熬夜查资料，学做 PPT，
一点点完善“牦牛博物馆”的创意。

他知道，约 3000 年前，藏族驯养了牦牛，
又被牦牛养育：吃牦牛肉、喝牦牛奶、穿牦牛皮
衣服、住牦牛毛帐篷、烧牦牛粪做饭取暖……

无论从生存角度，还是从文化意义上，没
有任何一种动物与一个民族的命运，像牦牛
与藏民族这样紧密相关。可长期以来，对散落
在茫茫高原上的牦牛文物遗存，没有进行系
统的搜集、挖掘、研究、整理。

了解吴雨初的人，对他做这个梦，一点
也不奇怪。因为高原上与牦牛为伴的藏族
阿妈阿爸兄弟姐妹，是他的骨肉亲人。

第一次援藏 16 年，从最偏远基层的乡
文书起步，吴雨初在高原上度过了最炽热
的青春，也领教了风雪、扬沙、严寒、饥饿、
高原反应和孤独，但最后沉淀在记忆里的，
都是浓得化不开的情谊。

吴雨初永远记得，有年冬天，他在草原
骑行，被寒风吹得浑身僵冷，跌落在一顶帐
篷边。帐篷里一位阿妈脱下他的靴子，将他
冰冷的双脚揣进袍襟，用体温为吴雨初暖
脚，他才免于被截肢。“我从没从哪本书里
读到过这样真实的崇高。”

还有牦牛。1977 年冬，吴雨初一行被
暴雪困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阿伊拉雪山，饥
寒交迫中撑了 5 天 4 夜。嘉黎县委得知消

息，连夜动员各家各户烙饼子送去救援，救
援车开到中途陷住，换成马队，马走到雪深
处又陷住，换了牦牛。

“我们几近绝望时，看到雪际出现一片
黑点，知道县里救兵到了。被困的人们捧着
饼子，看着在雪地喘着粗气的牦牛，很多人
都哭了。是牦牛救了我们的命。”

多年后，吴雨初常讲起这个故事，说这
就是他创建牦牛博物馆的起因。

和西藏的情谊扎了根，回京工作后，无
论多忙，他从未与高原中断联系。好几个春
节，他请藏族朋友到北京一起过。

2008 年，吴雨初在西藏工作时的老部
下次仁拉达因病去世。次仁拉达的女儿桑
旦拉卓，成了吴雨初的藏族女儿、藏文老
师。“爸啦（藏语：爸爸）对我像对亲女儿一
样，他是我的第二个父亲。”（下转 4 版）

“老牦牛”亚格博的西藏情缘
记北京援藏干部吴雨初

▲吴雨初在西藏牦牛博物馆内研究牦牛标本（5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12 月 5 日，河北滦州市的一位农民在采摘黄
瓜。入冬以来，冀东地区农民纷纷投入冬季暖棚果蔬
的工作中，变“冬闲”为“冬忙”。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12 月 5 日拍摄的青西郊野公园的水杉树。青
西郊野公园位于上海青浦区，初冬时节园内的水
杉林披上红色外衣，美不胜收。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上海冬日暖景 “冬闲”变“冬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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