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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新华社深圳6月7日电 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

论坛7日下午在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

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我们党致力于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文化建设

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

规律性认识，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

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贺信全文另发）

主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

书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习

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体现了坚定的文化自信、高度的

文化自觉，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此次贺

信中的重要指示精神，担当使命、奋发有为，高扬思

想旗帜，增强精神力量，深植文化根脉，推进繁荣发

展，促进交流互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

席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出席并发

表演讲。

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主题为“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

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事业

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值此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开幕之际，我

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祝贺！

我们党致力于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

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推动文化

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

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

2023年6月7日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开幕强调

更 好 担 负 起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致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贺信

本报记者 苏畅 李雪颖

青年强则国家强，建设体育强国需要

广大运动员挺膺担当。近日，中国乒乓球运

动员马龙、中国女排运动员袁心玥、中国羽

毛球运动员郑思维等体育健儿在赛场内外

的表现引人关注，他们向世界展现了新时

代中国青年的责任担当和爱国情怀，也激

励广大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

的力量。

马龙被球迷称作“国际龙”，他时常在

国际赛场自信地用中英双语接受采访，向

世界传递友善、和谐、信心与希望。在日前

举行的2023德班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

蝉联三届世乒赛男单冠军的马龙获颁世乒

赛男单冠军奖杯圣·勃莱德杯复刻奖杯。马

龙现场用中英文双语感谢了祖国、队伍、家

人朋友、球迷，以及本届世乒赛举办地南非

德班等的支持。他说：“我会一直记住这个

美妙时刻，很荣幸能够拥有这座奖杯。我想

要感谢我的祖国、我们伟大的球队、我的家

人朋友们以及真正的球迷们，谢谢你们一

直对我的支持以及鼓励，是你们让我变得

更好。同时也要感谢球场上的对手，因为有

你们才有这么多无比精彩的比赛，我想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我只想选择

走好自己的那条路，最后我也希望能有更

多人喜欢上乒乓球。”马龙曾在2019年布达

佩斯世乒赛上夺得男单冠军，实现三连冠

伟业。当时他在现场采访中用英语喊出“我

是中国制造”，引发热烈反响。马龙的优异

战绩和铿锵话语不仅让国球扬威海外，更彰显了中国青年一代运动

员的自信，也激发了中国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和马龙一样，国羽球员郑思维在苏迪曼杯期间面对海外媒体用

英语对答如流，讲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中国体育故事。而中国女排

队伍中，从里约奥运周期的队长惠若琪，到巴黎奥运周期的队长袁心

玥，她们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都是中国体育故事的生动讲述者和女

排精神的传播者，赛场上面对困难和挑战，镇定自若，赛场下面对世

界媒体，落落大方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自信自强、可信可爱的生

动形象。

青年一代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

的前进动力。为梦想打拼，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不只在比赛场。新时

代青年运动员敢于在赛场内外展现自我，展现中国青年的志气、骨

气、底气，这种自信不仅是因为自身实力过硬，更是因为祖国的强大。

本报记者 李雪颖

6月7日，国家跳水队赴北京体

育历史文化展览馆参观学习。一幅

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

动展示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光辉历

史，讲述了多个历史时期体育事业

发展的动人故事，让运动员、教练

员们近距离感受深厚的中国近代

体育文化，更激励大家珍惜当下，

积极备战，以“使命在肩、奋斗有

我”的昂扬姿态，顽强拼搏，勇攀高

峰，力争在福冈世锦赛、杭州亚运

会，以及巴黎奥运会等比赛中再创

佳绩，为国争光。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副主

任、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说：

“北京体育历史文化展览馆通过

珍贵详实的历史图片和文物，为

我们呈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

红色体育百年以来的光辉发展

历程。通过此次参观学习，让我

们切身体会到团结协作、顽强拼

搏的中国体育精神的独特魅力，

更让我们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尤

其是年轻运动员了解到中国体

育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伟大

成绩的艰辛历程，进一步激发跳

水队全体人员为祖国赢得更多

荣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大家

更加坚定了为国争光、再立新功

的理想信念。接下来，总局游泳

中心和国家跳水队将继续深入

开展主题教育，进一步加强队伍

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

运动员陈芋汐感触很深。“先

辈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参

与体育，让我很受触动。相比而言，

我们现在的训练和生活很幸福，更

应该珍惜。”她说，“参观中让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1984年奥运会，在这

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拿到了第

一枚奥运金牌，周领队也拿到了中

国跳水的第一枚奥运金牌。这些都

激励我要坚定信心，在训练中更加

努力，朝着福冈世锦赛最高领奖台

发起冲击。”

“百年体育史也是中华民族的

奋斗史。”运动员陈艺文说这次参

观学习给她的训练备战注入了更

多信心，“能够为中国体育事业发

展贡献力量，我感到特别荣幸。我

们应该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像我们现在的训练条件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我们要团结协作、顽

强拼搏，不断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培育民族精神。福冈世锦赛上，我

将努力跳出自己的风格，发挥更好

的水平。”

运动员杨昊感慨道：“看到先

辈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还能如

此热爱体育，给了我很大启发。我

们现在的条件比他们那时不知道

好多少倍，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机

会，努力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这

次参观学习激发了我们更大的备

战动力，我们要把过程做好，尽最

大努力去争取最好结果。世锦赛上

希望在双人和单人比赛中都能站

上最高领奖台。”

红色体育给教练员施廷懋留

下了深刻印象。她说：“红色体育就

是要跟党走。身为新时代的年轻

人，我们要肩负起使命担当，要敢

于创新，勇敢拼搏，为体育事业发

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轧学超

高考期间怎样调整状态？怎样轻松应试？

高考进行时，考生们身体状态调节至关重要。

专家提醒，考试期间考生大脑处于高度紧张

状态，在吃好睡好同时，也要适当参与体育锻

炼分散考生注意力，舒缓身心，要健康“一静”

不如“一动”。

高考期间，由于时间紧张，很多考生在考

试阶段很难有太多时间运动，长时间久坐也会

影响学生思维活跃度。刚考完语文的天津考生

郑轩告诉记者，经过一场大考，长时间低头做

题，考试中不仅手臂酸痛，还出现了腰酸、肩颈

痛情况，最大问题还是考完后感觉昏昏沉沉。

出现相同状况的考生不止郑轩一人，过度

用脑和长时间久坐会造成消极的心理暗示，不

利于临场应对。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医师黄磊表示，在考试中面对压力，身体出现

波动是正常的。考生应尽量均衡饮食，辅以适

当锻炼，加以优化情绪，这样不仅能消除久坐

和用脑过度带来的疲劳感，还能调节考生紧张

情绪，改善生理和心理状态。

考试期间，运动方式选择还要因人而异，

每个考生身体状况不同，因此运动量和运动方

式也不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郑寓荣说：

“对大多数考生而言，每科考试结束后，都可以

通过小强度有氧运动‘出出汗’，或考试后慢跑

回家，少量而有规律的骑车或爬楼梯等运动，

都可以达到很好的运动效果。”考生要避开高

危运动和强对抗性运动，在运动前做好热身和

准备工作，避免运动损伤。如果在考试过程中

感到身体状态不佳，可以停歇一会，期间不妨

小幅度伸展胳膊，扭动颈部和后背，然后再伸

展双腿，这些方式均能够让考生“畅爽”起来。

农业农村部、体育总局印发通知：

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日前印发通

知，决定组织开展全国和美乡村篮

球大赛。

大赛分为基层赛（6-7月）、大

区赛（8-9月）和总决赛（10月）三个

阶段。基层赛由各省份利用农闲自

行组织，形式自定。大区赛在全国

设立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四个赛

区，各省份以乡镇（村）为单位推出

2支球队作为省级代表队参赛。全

国总冠军将在贵州省台江县决出。

通知指出，篮球运动在我国乡

村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农民

群众欢迎。大赛旨在围绕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农民群众健身

意识，通过举办全国性、群众性且

富有农趣农味的乡村篮球比赛，突

出展示新时代农民风采，展现乡村

风貌，引领乡村风尚，营造全社会

关心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的浓厚氛围，全面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

通知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

务实简约、安全有序、农趣农味为

办赛原则，鼓励各地将赛事活动与

农事农季和民俗节庆相结合，与乡

土文化展示、农产品展销和乡村旅

游相结合，把篮球赛办在乡村、办

出农趣、办出农味。

大赛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

事业促进司和体育总局群众体育

司指导，中国农民体育协会联合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主办，中国

篮球协会提供技术支持。

（王子纯）

继承优良传统 坚定理想信念

国家跳水队参观北京体育历史文化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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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进行时“一静”不如“一动”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7日，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各单项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国羽

发挥出色，在参加的一共11场比赛中，只输掉了1场外战。

男单比赛李诗沣与马来西亚选手詹俊为进行了三局激战，21比16、19比21、21比14，以2比1获胜。翁泓

阳遭遇了8号种子马来西亚“一哥”李梓嘉，双方同样进行了三局鏖战。22比20、16比21、21比19，翁泓阳以2

比1胜出。加上第一比赛日取胜的石宇奇、陆光祖，国羽男单四将全部晋级，闯入16强。

女单方面，韩悦以21比18、21比9击败泰国好手李美妙，何冰娇以21比15、21比13战胜美国选手王苑力，

王祉怡以两个21比11轻取马来西亚的吴堇溦，加之首日获胜的陈雨菲，国羽女单4人进入16强。当天唯一外

战失利的是张艺曼，她发挥欠佳，以0比2不敌新加坡选手杨佳敏。

首个比赛日国羽两对男双出局，第二比赛日两对男双全部晋级。刚刚夺

得泰国公开赛冠军的梁伟铿/王昶以两个21比16轻取丹麦组合巴依/摩尔哈

德，任翔宇/谭强以21比12、21比11击败中国台北组合卢敬尧/杨博涵。

女双3号种子张殊贤/郑雨以21比14、21比13击败印尼组合梅丽莎/瑞

秋，携手陈清晨/贾一凡、李汶妹/刘玄炫晋级女双16强。

当天混双比赛上演了一场中国德比，冯彦哲/黄东萍以21比14、21比9击

败“00后”组合蒋振邦/魏雅欣，与郑思维/黄雅琼一起跻身混双16强。

（周 圆）

6月7日，在2023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中，王欣瑜（中国）/谢淑薇（中国

台北）以2比0战胜俄罗斯组合库德梅托娃/萨姆索诺娃，晋级半决赛。图为王欣瑜（左）/谢淑

薇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高静摄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第二日

国羽男单四人全部闯过首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