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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爷爷的话语充满感情与智慧，深深打动
了我。”“收到习爷爷的复信，我太自豪了！”27日
上午，阳光洒满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姆丹学校校
园，孩子们用中文表达着欣喜，脸上洋溢着快乐
与兴奋。

近日，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示范校
哈姆丹学校和亚斯学校40名中小学生代表分
别用中文致信习近平主席，表达对中国文化的
向往和热爱，立志做中阿友好的使者。习近平
主席在复信中勉励他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

“把友谊的种子根植在心里，为开创中阿关系
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力量”。

字字句句都是真情流露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表示，我读了你们每
个人的信，从字里行间、画里画外感受到了大
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两国友好的期盼。

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执行负责人
法蒂玛·艾哈迈德·巴斯塔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孩子们在信中写下他们对阿中各
领域友好合作的感受，表达对两国友谊长青的
美好祝愿，“字字句句都是对中国的真情流露”。

在精心制作、图文并茂的信笺里，孩子们
一笔一划书写自己的心里话，童心与真情跃然
纸上。

有“小导游”热情邀请习爷爷到阿联酋，想
带习爷爷品尝地道的阿联酋美食；有“体育迷”
想和习爷爷一起踢场足球赛；有“太空迷”天真
地询问习爷爷月亮上是不是住着嫦娥和小白
兔；还有“大熊猫粉”希望能在阿联酋动物园看

到大熊猫，“最好是两只，一只太孤单”，连名字
都想好了，“我们会叫它们‘合合’‘美美’，寓意
中国和阿联酋合作共赢，美美与共”。

哈姆丹学校6年级的学生哈姆丹在信中写
道：“今年，中国和阿联酋手拉手40年了。”他向
习爷爷表达自己的心愿——将来“成为阿联酋
驻华大使”。收到复信后，他特别激动和感动，

“恨不得明天就去中国”。“如果未来我成为阿
联酋驻华大使，我想促进阿联酋和中国在科
技，特别是航天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希望我们
两国的宇航员能一起探索宇宙。”

习近平主席在信中鼓励孩子们长大后到
中国读大学。中文名“朱婉儿”的12年级学生
朱韦雷娅说，这更坚定了她去中国留学的想
法。“我最想去北京，看长城、故宫和天安门，想
和同龄人交流各自国家的文化和美食。”她还
邀请习爷爷再次访问阿联酋，“我想给您当向
导，带您去看一看阿联酋美丽的风景。”

亚斯学校5年级学生穆罕默德在给习近平
主席的信中说，自己的学校组织了春节等文化
活动，他表演的打鼓受到好评。收到复信后，
他的心愿更多了，“我想去中国爬长城，也希望
有机会可以当面给习爷爷表演打鼓”。

会中文带来“满满的成就感”

“能用中文同习爷爷往来书信，这感觉太
酷了，我很自豪！”哈姆丹学校12年级学生阿丽
雅泽亚·卡姆齐告诉记者，习近平主席在复信
中欢迎他们“来中国看熊猫、登长城”，她迫不
及待想要和家人一起去中国旅行，去深入了解

中国社会与文化。
阿丽雅泽亚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中文。

她在信中告诉习近平主席，自己参加了2022年
“汉语桥”比赛，还拿了二等奖。她告诉记者，
会中文给她带来了“满满的成就感”。

11 年级学生苏丹·拉希德·扎阿比在给
习爷爷的信中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旅行经历，

“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希望继续学
好中文，读懂更多关于中国的书。

“习爷爷的复信亲切温暖，也给我们提供
了宝贵建议。”苏丹告诉记者，“我希望能再去
中国，希望自己将来从事和中国有关的工作。”

6年级学生拉希德·阿里学中文不到一年。
他说自己很喜欢这门语言，家人也鼓励他学好
中文。在给习爷爷的信中，拉希德表达了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我会继续学习中文，阅读更
多关于中国方方面面的书籍，更好了解中国”。

在即将到来的暑假里，拉希德计划和家人
一起到中国旅行，“我要心里装着习爷爷的话
去中国看看，认识更多中国朋友。这对我来说
意义重大。”

培养更多中阿交流的使者

5 年前，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由
习近平主席同阿联酋现任总统穆罕默德共同
启动。截至目前，阿联酋已有171所学校开设
中文课程，7.1万名学生学习中文。

在给孩子们的复信中，习近平主席表示，
“如今看到‘学中文’在阿联酋已经成为一种新

风尚，培养了一批像你们这样的中阿交流小使
者，我很欣慰。”

法蒂玛投身教育38年，长期致力于在阿联
酋推动中文教学，是“百校项目”推动者、亲历
者。法蒂玛介绍说，阿联酋教育界鼓励学生学
习掌握中文，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近年
来，每年约有400名阿联酋学生参加“汉语桥”
比赛，很多人成绩不俗。

“中文教学已经为阿联酋培养出一批精通
中文的人才，结出的丰硕果实为阿中世代友好
夯实了根基。”法蒂玛说。2016年，时任王储、现
任总统穆罕默德提出进一步扩大中文教学规模
的设想。中阿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实施“百校
项目”，为阿联酋中文教育奠定良好基础。

近年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持续扩大人文
交往，许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
高校开设中文院系，成立孔子学院。随着中文
教学的推广，阿拉伯青年一代学习中文的热情
日益高涨：阿联酋阿布扎比成立“汉语桥”俱乐
部，通过语言、音乐课程和交流项目，为当地中
文学习者提供了体验中国文化的新乐土；“唱
响埃及”歌唱比赛中，既有《映山红》等中国经典
歌曲，也有《夜空中最亮的星》等流行音乐……

“随着阿拉伯地区汉语学习和中国阿拉伯语
学习规模扩大，中阿文明交流合作的前景也越来
越广阔。”埃及知名汉学家穆赫辛·法尔贾尼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说，“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为中国
与阿拉伯国家架起友谊、理解与合作的桥梁。”

新华社阿布扎比5月27日电（记者苏小
坡 张代蕾 张远 参与记者姚兵 报道员萨利
姆·菲拉斯）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
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
持正确的改革方法。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科
学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时代要求，强调“要坚持守
正创新”“要更加注重系统集
成”“要重谋划，更要重落
实”，为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
开放新篇章提供了科学方
法、指明了实践路径。

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
则事半功倍。坚持加强党的
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
结合，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
石头过河相协调，坚持问题
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
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
进……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
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形成
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丰富、最
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方法
论，保证了改革在攻坚克难
中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
胜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关键时期，改革道路上
仍面临着很多复杂的矛盾
和问题，重点领域改革还有
不少硬骨头要啃。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把准改
革的正确方向、掌握正确的
方式方法，才能推动改革行
稳致远，确保实现改革的目
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无论怎
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
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
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
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
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
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
时代、引领时代。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加
强党的领导，坚持志不改、道
不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始终朝着正确方向、沿着正
确道路推进。要顺应时代发
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
人民群众新期待，结合具体
实际开拓创新，大胆探索、
敢为人先，寻求有效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办
法，以科学的谋划、创新的魄力把各项工作抓好抓
实。

“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要深刻认识到，注
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
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从夯基垒台、立柱架
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一路蹄疾步稳、勇毅笃行，许多领
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取得历
史性伟大成就。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就要
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加强各项改革
举措的协调配套，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
力、形成合力，增强整体效能，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
互掣肘的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落
实，既要积极主动，更要扎实稳健，明确优先序，把握时
度效，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实际。”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开拓奋进，抓好重
大改革任务推进和落实，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
定行动派、实干家。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刊载于5月29日《人民
日报》）

“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穆
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
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
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
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普
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百
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
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
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述了约旦青年穆罕
奈德·沙拉比在中国成家立业、追逐梦想的故
事。一时间，穆罕奈德在中国和约旦成为家喻
户晓的人物。

如今，提起这段往事，穆罕奈德依然心潮
澎湃。“从那天起，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变化。”
穆罕奈德回忆道，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他的生
活开辟了一条“向世界敞开的路”。

“义乌就是我的家”

穆罕奈德开的阿拉伯餐厅位于紧邻义乌
国际商贸城的稠州北路上，这里星罗棋布着上
百家外国风味餐厅。夜幕降临，灯火璀璨，以
中文、英文、阿拉伯文等写成的餐厅招牌琳琅
满目，十分亮眼。

穆罕奈德的餐厅名为贝迪，是阿拉伯语的
音译，意为“我的家”。

“为什么是‘贝迪’？因为对我来说，我的
根已经深深扎在中国。义乌就是我的家。”穆
罕奈德说。

2000年，22岁的他只身从约旦来到中国广
州，在叔叔开的阿拉伯餐厅里打工，结识了安
徽姑娘刘芳并相恋结婚。2002年，看准“世界
超市”义乌的发展机遇和营商环境，穆罕奈德
怀着“自己当老板”的梦想来到义乌创业。

如今，他认为自己已是“地道的义乌人”。
在义乌，他实现了当老板的心愿，餐厅生意越
做越红火，与妻子养育了两个孩子，还担任义
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外籍调解员，
积极参与当地社会事务和公益活动。

穆罕奈德说，习近平主席2014年的讲话为他
的生活开辟了一条“向世界敞开的路”，他的餐厅
获得更多关注，慕名而来的中外朋友越来越多。
2018年，他把餐厅扩大升级。如今的餐厅上下三
层，有120名中外员工，能同时容纳400人就餐。

“我要加倍努力回馈这一切”

在义乌生活了20多年，穆罕奈德亲身感受着
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亲眼见证着中欧班

列在密切中国同世界贸易往来方面的积极作用。
“我的成功离不开义乌这座城市的发展，

离不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成功。我
在这里实现了我的梦想，生活得十分幸福。”穆
罕奈德说，“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我把
我的个人梦想完美融入了中国梦。”

穆罕奈德说，习近平主席的称赞让他更加
确定要扎根义乌，“我要加倍努力回馈这一切”。

对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外籍
调解员这一身份，他引以为傲。他的微信朋友
圈常有两类内容：一是自家餐厅的美食，另一
类就是他作为人民调解员热心参与协调解决
客商纠纷的故事。

2014年，穆罕奈德获得浙江省为表彰外籍
人士在浙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
贡献而设立的最高奖项——“西湖友谊奖”。

近年他还出资成立了公益组织“奈德之
家”，组织团队经常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如参与
城市创建、探望孤寡老人、帮助困难家庭等。

“我的初衷就是做公益、做好事，现在有越来越
多外国朋友加入了我们。”他说。

“一带一路”是个“大家庭”

在贝迪餐厅里，有一面以“一带一路”为主

题的装饰墙十分引人注目。这是穆罕奈德自
己设计的，目的就是向来用餐的各国客人介绍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他看来，

“一带一路”是一个“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一起分享机遇，

一起做事，一起渡过难关，一起创造更加美好
的未来。”他说，“就像中国谚语说的那样，一根
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中国和约旦签署关
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
录。至此，中国同全部 22 个阿拉伯国家和阿
拉伯国家联盟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多来，
中阿务实合作走深走实，中阿民心相知相
通，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惠及广
大民众。

谈及自己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
穆罕奈德格外高兴。他认为，这将进一步增进
约旦和中国各领域交往合作，未来会有更多约
旦人来体验中国、认识中国，也会有更多人像
他一样在中国把握机遇、奋斗打拼，演绎精彩
的个人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记者赵伟宏 辛
俭强 崔力 参与记者李良勇 宋立峰）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
署国务院令，公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
52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处分工作的原则。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
分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给予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坚持公正公平，集体讨论
决定；坚持宽严相济，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坚持法治原
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保障国有企业
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是明确适用对象的范围。沿用监察法实施条例
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界定。规定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任免机关、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违法的国有企业
管理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国家对违法的金融、文化国
有企业管理人员追究责任另有规定的，同时适用。

三是规范处分的种类及其适用。在与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保持衔接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国有企
业管理人员处分的种类和期间。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
合，将“三个区分开来”有关要求转化为从轻或者减轻
处分的情形。

四是细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违法行为。聚焦国有
企业经营管理易发多发违纪违法问题，将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第三章规定的有关违法行为具体化为51项
违法情形，并明确相应的处分。

五是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工作监督制
约机制。严格规范处分程序以及复核申诉、纠正纠偏
等制度，保障相关人员合法权益。对处分活动中的违
法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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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处分条例》公布
今年9月1日起施行

“把友谊的种子根植在心里”
——习近平主席给阿联酋中小学生的复信架起友谊、理解与合作的桥梁

“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
——习近平主席十年前称赞的约旦青年回访记

8.5小时！神十八刷新中国航天员出舱纪录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

密切协同，于28日完成首次出舱活动，用时
约8.5小时，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
时间纪录。

此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出舱活动
持续了约8小时，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的
第二次出舱活动也进行了约8小时。

2008年9月27日，神舟七号航天员乘组
执行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时间持续了约
19分钟，航天员翟志刚成为第一个漫步太空
的中国人。我国航天员第二次空间出舱活动

是在2021年7月4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
组密切协同，历经约7小时，圆满完成空间站
阶段中国航天员的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截至目前，中国航天员已圆满完成16次
出舱活动。其中，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4
次出舱并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
动纪录，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我国首
次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维修任务。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按计
划，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还将开展多
次航天员乘组出舱活动和应用载荷出舱任务。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两次出舱

2021年7月4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
同，历经约7小时，圆满完成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的
首次空间出舱活动。首次检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
服的功能性能。

2021年8月20日，进行了安装扩展泵组、抬升全
景相机、安装舱外工具箱等工作。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两次出舱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于2021年11月8日和12
月27日圆满完成了两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着舱外服在
太空进行典型动作的测试，为后续的组装建造任务积
累了经验。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三次出舱

他们是首个从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的航天员乘组，
首次进行舱外救援验证作业，首次实现跨舱段舱外行走。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四次出舱

2023年4月15日，乘组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
出舱活动纪录。四次出舱活动期间，3名航天员在舱内舱
外密切协同，先后圆满完成了舱外扩展泵组安装、跨舱线
缆安装接通、舱外载荷暴露平台支撑杆安装等任务。

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一次出舱

2023年7月20日，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
定任务。至此，空间站8部相机抬升任务全部完成。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两次出舱

通过2023年12月21日、2024年3月2日两次出舱活
动，完成了我国首次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务。

截至目前，中国
航天员已圆满完成
16次出舱活动。开
展了多项舱外设施设
备的安装工作，检验
了航天员与大小机械
臂协同工作能力和出
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
的功能性能。其间实
现了多个“首次”，在
浩瀚太空留下了更多
中国“足迹”。

首次
出舱
神舟七号

航天员乘组执行

2008 年 9 月 27
日，时间持续了约 19
分钟，航天员翟志刚
成为第一个漫步太空
的中国人。

空间站阶段

整理/彭学武 制图/方磊
综合新华社、央视报道5月28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叶光富在空间站机械臂辅

助下进行舱外作业的画面。 新华社发

16次出舱活动 实现多个首次

浩瀚太空留下更多中国“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