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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郑明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2日在北京与来华工作访问的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共同会
见记者时宣布：经中印双方商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将于4月 27日至 2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非正式会晤。

习近平将同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

4月20日，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

舰支队舰艇编队组织海上实弹射击训

练，检验和提高部队打赢能力。

张海龙摄

新华社福州4月22日电 （记者朱
基钗、黄鹏飞）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开幕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峰会
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
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信
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说，2000 年我在福建工作
时，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部署，经过多
年探索和实践，福建在电子政务、数字经
济、智慧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对建设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作出战
略部署。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
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
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
新辉煌。

习近平指出，本届峰会以“以信息化
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为主
题，展示我国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发展
最新成果，交流数字中国建设体会和看
法，进一步凝聚共识，必将激发社会各界
建设数字中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推动信息化更好造福社会、造福人
民。（贺信全文另发）

22 日上午，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在福建福州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峰会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和各
项指示要求，落实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数字中国建
设，加快突破核心技术，推动基础设施
优化升级，发展壮大数字经济，积极释
放数据红利，让信息化发展更好造福社
会、造福人民。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22日至 24
日举行，由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信部、福建省政府共同主办，包括
主论坛、分论坛、成果展览会、报告发布、
最佳实践推介等环节。各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网信部门负责人、行业组
织负责人、产业界代表、专家学者以及智
库代表等约800人出席峰会。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强调

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 用新动能
推动新发展 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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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祝峰会圆满成功！

习近平

2018年 4月 22日
(新华社福州4月22日电)

习近平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

这将是一座令人耳目一新的城市：
不再是水泥森林，公交步行通畅便捷，森
林碧水交织绕城，人口不过几百万……

这将是一座以人民为中心的城
市：贴心的公共服务设施，优质的教科
文卫等公共资源，多元化住房保障体
系……

这将是一座集萃当代智慧的城市：
最先进的城市理念扎根发芽，最创新的
改革模式作出示范，最前沿的创新发展
见证新时代……

随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出
台，一座现代化宜居的人民之城正揭开
面纱——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靠
人民共建共享现代城市文明，雄安，将成

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闪耀在
世界城市群的璀璨星河……

人与生活：幸福之城，

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90后”大学选调生朱方正，在雄安
新区工作一年后，劝说在北京读研究生
的女朋友，与雄安一家公司签约。
“雄安将来有无限可能！我们都是

本地人，一定要建设好新区，对未来充满
信心。”朱方正说。

这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共同承担解

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历史重任，探索人
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这是雄安

的初心，也是雄心。
雄安规划纲要指出，“坚持以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合理控制
人口密度，新区规划建设区按 1万人/平
方公里控制”。
“雄安的人口密度非常科学合理，城

市发展更具有活力。”中国工程院院士、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
邬贺铨说。

规划在出行方面也作了周密安排。
通过轨道交通，雄安到周边主要城市将
实现“半小时通勤圈”；在市内，人们能享
受“公交＋自行车＋步行”的出行模式，
起步区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 90%，公
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80%。
（下转第三版）

构筑新时代宜居的“人民之城”
—解读《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之二

走进新时代，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
遇，稍纵即逝。

迈向新征程，网络强国建设的时代
足音，铿锵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
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
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倍感振奋：不仅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

而且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

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视互联
网、发展互联网、治理互联网，统筹协调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
信息化和网络安全重大问题，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
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
记的话语，说到了贵州武陵山区民众的
心坎儿上。

过去，这里山大沟深，不少品质优良
的农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2015年，
在外打工的华茜回到家乡，在当地党委
政府支持下办起了铜仁市万山区万山镇
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让这里的红薯片、野
蜂蜜等绿色土货“走”进千家万户。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没有

国家网信事业的发展，就没有山乡产业
生态链的巨变。”华茜说，加快发展农村
电子商务，推动了农业升级、农村发展、
农民增收，网络扶贫的作用日益显现。

新思想指引新战略，新部署带来新
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信军民融合
是军民融合的重点领域和前沿领域，也
是军民融合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
“我们开展军民融合探索取得的

成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的生动注解。”四川省绵阳市科技城
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建国说，绵
阳已建成全国唯一的国家军民两用技
术交易中心，累计技术合同成交 19.2
亿元；四川军民融合大型科学仪器共
享平台整合国、省百余家单位 3000 余
台套仪器设施，为近千家企业提供服
务 3000余次。

中国网信事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
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
的：“我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新，不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而
且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
成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
任沈逸认为，从 1994年全功能接入互联
网以来，中国在实践中摸索完善并形成
了一套以互联网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为
核心特征的实践道路和发展模式，为发
展中国家掌握运用信息技术服务自身发
展树立了榜样。
（下转第二版）

汇聚起建设网络强国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网络安全牵一发动全身，已成为

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正

因为如此，习主席在全国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没有网

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

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这一论述，把

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为

加快我国网络安全能力建设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

在网络社会化、社会网络化的今

天，网络安全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网络

空间加速演变为战略威慑与控制的新

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平台、维

护经济社会稳定的新阵地、信息化局

部战争的新战场。谁掌握了网络，谁

就抢占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制高

点，谁就抓住了信息时代国家安全和

发展的重要命脉。如果不重视网络安

全，就可能丧失网络舆论战场的主动

权，错失互联网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新

机遇，缺失确保国家战略安全和军事

斗争胜利的新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统筹协调涉及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信息化和

网络安全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顶层设计、总体架构基本

确立，网络空间日渐清朗，国家网络安

全屏障进一步巩固，网信事业取得积

极进展和重大突破，我国正从网络大

国向网络强国迈进。

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持续

演进，互联网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

融合、渗透、驱动作用日益明显，带来

的风险挑战也不断增大。敌对势力把

互联网作为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主

渠道，各种错误思潮观点通过网络传

播扩散，各类社会风险向网络空间传

导趋势明显。特别是国家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差距，网络安全

防控能力有待加强。面对网上意识形

态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面对我国网

络安全整体防护能力还不够强的现

实，面对少数国家极力谋求网络空间

军事霸权对我国国防安全带来的威

胁，我们必须主动作为，奋起直追，全

面加强网络安全工作。

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新边疆。

网络安全与军事安全相互交融、相互

影响。近年来我军的网络安全工作取

得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对网络安全

的认识不深、整体技术水平不高、多头

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只有深入贯

彻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树立正确的网

络安全观，强化官兵网络安全意识，紧

盯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做到关口前

移，防患于未然，才能以重难点问题的

有效解决带动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整体

提升。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

难逢的机遇，也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全军官兵

要抓好网络空间军事斗争准备，掌握

这一新型安全领域的战略主动；要下

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进一步加强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自主创新；

要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合，把握网信

军民融合的工作机理和规律，实现军

为民所用，民为军所备，推动形成全

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

合发展格局；要增强责任意识、忧患

意识和紧迫意识，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把军队网络安全工作抓紧抓实、

抓出成效。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二论贯彻习主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初春时节，记者踏访我国最高军事
学府国防大学，感受到一派新气象：只
见将校学员队列整齐，与备战打仗有关
的标语、横幅、橱窗令人振奋，“战争影
视厅”“军事论坛”座无虚席；实弹射击
训练中，校领导带头走上靶场，举枪击
发，重新找回“兵味”；周一“战备日”，全
校官兵一律着作训服，谋打仗练打仗的
气氛浓厚……

该校领导告诉记者，国防大学的
校风、学风如何，对全军院校具有很强
的示范作用。重构重建重塑以来，校

党委坚持把依法从严治校贯穿办学育
人全过程，大力推动教学科研管理创
新，塑造最高军事学府以严著称的良
好形象。

在传承红色血脉中

永葆优良校风

2017年 7月 19日，习主席亲自为新
调整组建的国防大学授军旗、致训词，这
所军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国防大学举办

了一场以“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为主题的纪念井冈山教导队创办 90
周年座谈会，在追根溯源中赓续红色血
脉、推进强军强校事业。

记者在国防大学校史馆了解到，从
井冈山教导队到红大、抗大，从高等军
事学院到全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
在从严治校上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和
积淀。

90 年前，毛泽东创办教导队时，就
要求学员不论职务高低，都要日常生
活军事化，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

作风。
今天，踏进国防大学校门，“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两排鎏金大字映入眼帘，散发
着历久弥新的精神之光。这是当年毛
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亲笔题写的教育
方针和校训。作为建校之基与育人之
本，这既是国防大学从严治校的导航罗
盘，更是这所红色军校的办学治校理
念、哺将育英标准。

新的历史时期，该校始终秉承政治
建校、依法从严治校的红色血脉，永葆
优良校风，形成了以抗大校训为标志的
核心价值理念、以依法从严为特质的现
代治校理念，培养了大批英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该校认真贯彻落
实习主席关于作风建设的指示精神，连
续出台从严治校规范性文件，突出抓好
高中级干部学员教育管理，形成了风清
气正的良好氛围。
（下转第十一版）

从严治校育英才
—国防大学把依法从严治校贯穿办学育人全过程纪实

■赵映中 贺文辉 本报特约记者 罗金沐

海上精确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