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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数字化发展的行家里手
长江日报评论员刘功虎

习近平复信中国丹麦商会负责人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中国丹

麦商会负责人，勉励中国丹麦商会及会员企业为增进中丹、中欧
友好和深化互利合作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指出，从来信中，感受到你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和丹
麦在华企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外商理想、安全、有为的投资目

的地，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希望
中国丹麦商会及会员企业继续在中丹、中欧之间发挥桥梁作
用，为增进中丹、中欧相互了解和友好，深化双方互利合作贡
献力量。

日前，中国丹麦商会负责人以个人和商会名义致信习近平
主席，祝贺中丹建交75周年，表达继续深化对华合作的愿望。

习近平向多哥新任领导人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5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

让-吕西安·萨维·德托夫，祝贺他就任多哥共和国总统。同日，
习近平主席还致电福雷·埃索齐姆纳·纳辛贝，祝贺他就任多哥
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关系由两国历代领导人共同缔造和精心
培育。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始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
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成为大小

国家平等相待和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期间，中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新
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愿同多哥领导人一道努力，以落实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赓续传统友好，拓展各领域合作，
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也致电祝贺福雷就任多哥共和国部
长会议主席。

新华社武汉5月15日电
（记者齐中熙）5月12日至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湖北调
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强
劲动能。

丁薛祥来到湖北安琪生
物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光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存
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企业生产经营、高科技产业
发展等情况。他指出，企业
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促进
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想方设法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和问题，激发创新活力和内
生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技术研
发力度，增加高质量科技供
给，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打造特色
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

丁薛祥前往华中科技大
学、湖北九峰山实验室，调研
高校创新体系和科技期刊建
设等工作，了解新型研发机
构科研攻关情况，听取武汉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
汇报。他强调，要强化教育
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优化学科专业建设，提升自主培养
能力，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打通基础研究、技
术研发和应用推广，推动解决关键共性技术，提升科技成果转
化水平。下决心建设好一批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提升国际竞
争力和影响力，更好适应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需要。

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丁薛祥调研有关“两重”项目规划
论证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情况，登上“三峡氢舟1”号了解
绿色船舶发展和应用。他表示，“两重”项目要突出战略性、前
瞻性、全局性，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标准抓好组织实
施，着力打造精品工程。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持续加强污水排放、固体废物等治理，推进航运设备等绿
色转型，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守护好一江碧水。

调研过程中，丁薛祥充分肯定湖北在科技创新和长江大
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湖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进
一步发挥特色、用好优势，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的湖北篇章。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
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党风
引领社风民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3
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
关系我们党能不能长期执政、履行好执政使命。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
抓的问题，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的革命性锻造，纪律松弛、作风飘浮状况显著改变，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文章指出，八项规定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做起改进工作作风。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
要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作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以
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
带头作用。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文章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四风”问题根上
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坚决防止产生“疲劳综合征”，对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
动向要时刻防范，决不允许死灰复燃！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

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只要以滚
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
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弊绝风清、海晏河清。

文章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完成时。制定实
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
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
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我们要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这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
实施，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定力、养成习惯，以优良作风凝心
聚力、干事创业。

全文见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 丁

薛
祥
在
湖
北
调
研
时
强
调

加
快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汇
聚
高
质
量
发
展
强
劲
动
能

王忠林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

以案为鉴 警钟长鸣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李殿勋孙伟参加

长江日报讯（湖北日报记者杨念明 王馨）根据我省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15日上午，省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检视
反思，剖析根源、改进提高，推动作风建设不断深化、新风正
气持续充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并讲
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王艳玲参加学习。中央
巡视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会上，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李献林、叶金广等人违规
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通报并剖析了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典型案例。省委常委同志
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典型案例和工作实际开展交流。

王忠林指出，通过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
说责开展警示教育，是推进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从通报的
典型案例看，一些领导干部身居重要岗位，由于放松了对自
我的严格要求，从作风问题开始“溃堤”“决口”，在纪法轨道
上越走越偏，逐步滑入违法犯罪深渊，教训极其深刻。我们
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不断加
强党性锻炼，深化纪律建设，完善制度机制，传导责任压力，

强化系统治理，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为加快建成中部
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保障。

王忠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身作
则、以上率下，当好作风建设的引领者、推动者、践行者。要
带头锤炼坚强党性。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把学
习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要带头树牢宗旨意识。真正从群众角度想问题、作决
策、办事情，深入了解群众所思所盼，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坚
决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斗争。要带头严抓严
管严治。（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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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李佳）“我是来学习新技术的。”5月15
日，在第二十届光博会展区，90岁的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
殷鸿福教授化身追光“迷弟”，离开展台时还不忘“谢谢老师！”

2000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13位住鄂
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第1331号提案《大力发展光电子产业，建
议在武汉建立“中国光谷”》，殷鸿福是倡议人之一。

当时光谷产业规模不足50亿元，千亿元目标遭质疑。如
今，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突破6000亿元。

在华工科技展台，华工激光三维五轴装备事业部总工程
师胡军巍介绍，复杂曲面六轴激光微孔加工装备刚从北京国
际机床展上首展回汉。胡军巍说：“只需2秒钟左右，脉冲激
光束就能完成孔径0.3毫米、倾斜角15度的发动机气膜冷却
孔加工，加工航空精密件时特别好使。”听着这些数据，殷鸿福
目光专注。

机器人展区里，机器人及穿戴型肢体动作识别设备让殷
鸿福眼前一亮。他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奇思妙想：“咱们地质
勘探常遇到高风险矿洞，空间逼仄、毒气暗藏，机器人可以当

‘先锋部队’。”
在九峰山实验室展台，工作人员亮出“黑科技”——藏着

氮化镓芯片的AI眼镜，芯片就“躲”在纤细的镜腿里。这款眼
镜开会时能“提词”救场，未来眨眨眼就能定格瞬间，还能无线
充电。殷鸿福戴上这款AI眼镜体验了一番。当听到“未来，
人人都能用上半导体技术”时，他眼里满是欣慰，不住地点头：

“好啊！好啊！科技就该走进千家万户！”
这场“反差萌”拉满的追光之旅，藏着最硬核的真相：90

岁的身体里，住着19岁的好奇心。这是老教授想象中的光谷
吗？答案没有终点。从构想蓝图到璀璨现实，一代代追光者
跨越时空接力，用永不熄灭的创新热忱作答，让光谷这片土地
永远跳动着年轻而炽热的脉搏。

25年前“中国光谷”提案倡议人之一

九旬老教授逛光博会
“学习新技术”

光联万物光联万物 智引未来智引未来
聚焦第二十届光博会聚焦第二十届光博会

未来之“光”
照亮“一条链”融合“一个生态”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在武汉举行。大会提供了
一个交流窗口、一个学习平台，大会传递出来的观念火花、
真知灼见，对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干部具有启发性、实用
性、借鉴性。抓数字教育和创新发展，干部群体的数字素
养和能力提升尤为重要。

建设数字中国是战略任务，数字教育是全民教育。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
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干部数字素养和能力具有社
会示范性，建设数字政府、推进数字治理、发展数字经济，
也需要一大批数字意识强、数字素养高的干部队伍。我们
要以本次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契机，以实施“干部素质提

升年”为抓手，大力提升干部数字素养。
要敢于“触数”。时代和社会对干部数字素养的要求，与

对其他群体不大一样，干部数字素养高低关乎发展和治理成
效。数字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属性，是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数字时代推动高质量发
展、现代化治理，离不开干部数字化造诣和能力的全面提
升。干部要学数、懂数、用数、融数，乐做“数字干部”，喜当

“科技达人”，争相成为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行家里手。
要果断“转型”。有的干部以往长期身处传统产业，干

起来可以说得心应手；现在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干部换赛
道、转领域，进军“新蓝海”，迈向更多“未知”，不熟悉感大

大增加。怎么办？唯有思想上转，行动上转，投身到新知
识的学习、新技能的掌握、新空间的开拓，使自身能力跟上
时代步伐，适应并引领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匹配武汉
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

数字教育关系到数字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一
系列国家战略目标，干部数字素养对于全民数字教育具有
风向标意义。干部提升数字素养不是个人事务，不是可有
可无、锦上添花的事情，而是时代命题、发展要务，是干部
素质提升的重要内容。提高全
社会数字素养和能力，广大干部
要努力走在前、打好样。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梁炜）5 月 15 日，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体会议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诺贝尔奖获得者、图灵奖获
得者、中外大学校长等10多位全球教育领域顶尖专家学者
汇聚一堂，围绕全球教育数字化发展进行主题发言和巅峰
对话。湖北数字教育成果获与会嘉宾点赞。

会议现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图灵
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等嘉宾
畅谈未来教育，分享前沿见解。托马斯·萨金特认为，未来
数字教育需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底层
逻辑，而非仅停留在工具层面的应用。渥太华大学校长雅
克·弗雷蒙表示，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武汉正在进行数字
教育的研究和实验中学到很多。新西兰驻华大使乔文博
说：“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农村学校之间的合作案例，新西
兰正致力于通过数字教育促进公平，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
育体系的运作方式和教学模式，这为各国合作提供了大量
机会，新西兰与中国的中小学、大学乃至全球其他国家的
教育机构都可以开展合作。”

当日下午，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举行了10场平行
会议。

诺贝尔奖、图灵奖获得者等顶尖专家聚汉

世界可以从武汉数字教育研究中学到很多

5月15日，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体会议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图为大会高端论坛现场。 夏俊俊 摄

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

智能化时代数字教育“质”关重要
课本上司马迁“开口”教室里学生“潜海”

我国数字教育成果集中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