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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坦桑尼亚学者汉弗莱·莫西而言，习近平主
席的复信是“2024年最大惊喜”；在重新成为“塞
尔维亚的骄傲”的斯梅戴雷沃钢厂，工人们聚精会
神聆听习近平主席的复信；美国“鼓岭之友”召集
人穆言灵说，习近平主席在信函中的鼓励让年轻
人看到“未来是光明的”……

2024年，从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到热爱中国
文化的“小朋友”，从文化、旅游、友好城市等主题
的人文交流盛事到媒体智库等主题的论坛活动，
习近平主席通过复信、贺信面向各国人民开展友
好工作。全年30余次“书信外交”，架起人民相知
相亲的桥梁，传递着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共同发
展的诚意和温暖。

“明天会更美好”

这一年，习近平主席通过书信外交，鼓舞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参与者、见证者、贡献
者、受益者继续投身建设光明的未来。

2024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复信北京交通
大学肯尼亚留学生及校友代表，鼓励他们“继续为
中肯和中非友好事业发光发热”。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的壮丽画卷和中肯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宏伟蓝图需要包括你们在
内的更多有为青年来实现。”鼓舞人心的寄语让参
与给习近平主席写信的留学生薇姬·万盖奇和卡
里乌对未来充满期待。

目前正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万盖奇告诉记
者，她每年假期都回肯尼亚，在当地的中国建筑企
业实习，希望未来能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出更智慧、
更便捷的铁路和桥梁。

卡里乌两度到中国学习铁路管理，曾在中肯
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蒙内铁路工作，亲眼见
证这条现代化铁路给家乡带来发展与繁荣。“随着
中非务实合作加速，相信会有更多项目落地肯尼
亚，我的专业技能一定会为肯中共同发展作出贡
献。”

内纳德·茨韦塔诺维奇是塞尔维亚斯梅戴雷
沃钢厂的老员工。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尔
维亚时，到河钢集团斯梅戴雷沃钢厂同职工面对
面交流，寄语钢厂“必将重现活力”。此后，在中塞
双方管理团队和钢厂工人的共同努力下，钢厂面
貌焕然一新。2024年春天，听闻习近平主席将再
访塞尔维亚，30位塞籍职工代表立刻给习近平主
席写信。茨韦塔诺维奇说：“我们想让习主席看
看，我们已实现8年前他提出的愿景。”

回忆起工人们收到复信时的情景，茨韦塔诺
维奇按捺不住激动，从椅子上起身，边比划边说：

“几乎所有员工都到了。现场宣读复信时，大家聚
精会神，逐字逐句聆听……”

斯梅戴雷沃钢厂的良好发展，是中塞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也是两国互利合作
的成功典范。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鼓励钢厂职工
代表“为促进塞尔维亚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中塞
铁杆友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另一位老员工兹拉坦·班科维奇用本厂生产
的钢材，将钢厂剪影雕刻在纪念牌上，以此记录钢
厂的变迁。2016年，他和工友制作的纪念牌被作
为礼物赠送给习近平主席。今年，班科维奇又雕
刻了一枚纪念牌，剪影中是新烧结厂、高炉煤气储
罐等现代化设施。“钢厂的变化日新月异，工人们
的日子更加幸福，大家相信明天会更美好。”班科
维奇说。

“推动南南合作不断深入”

这一年，习近平主席通过书信外交激励现代
化建设的“同路人”，携手促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

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向“2024从都国际论
坛”致贺信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持“同球共
济”精神，坚持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

合作共赢，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坚持包容互鉴，
推动人类文明取得新进步。

论坛嘉宾、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理姆拉登·伊
万尼奇说：“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明确传递出促进多
边合作的积极信号，受到广泛欢迎。”

“在世界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推动国际秩
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全球南方国
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也是全球南方媒体智库
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11月11日，习近平主席
向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
论坛致贺信。

参加论坛的巴西伯南布哥州记者协会主席穆
西奥·阿吉亚尔说，每次回顾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内
容，自己都有新的感悟。“正如习近平主席倡导的
那样，在全球南方相互尊重、共同逐梦现代化的道
路上，媒体必须团结起来发出响亮的‘南方声音’，
助力全球实现和平、公正发展。”

11月访问巴西前夕，习近平主席复信巴西各
界友好人士，鼓励他们继续为中巴友好事业贡献
力量。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前副市长恩里
克·特谢拉就是这些友好人士中的一员。他告诉
记者：“习主席的复信不仅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
对巴西和中国友谊薪火相传的肯定。”

特谢拉的父母都曾到访中国，对“深厚的中国
文化、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印象深刻。特谢拉本

人在担任坎皮纳斯市副市长期间多次访华，到访
过福州、深圳等地，见证两国地方交流合作不断深
化。他认为，巴西和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
员，“在农业、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不仅能
造福两国人民，还将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
有益借鉴，推动南南合作不断深入”。

8月27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前，
习近平主席复信非洲50国学者。“习主席鼓励我
们更加深入研究探索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道路，这
既是重要的启发，也是极大的鼓舞，为全球南方实
现共同发展目标注入动力。”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
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告诉记者。

参与致信习近平主席的喀麦隆中国文化中心
创始人罗德里格·塔灵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是中非友谊与合作“新的里程碑”，“期待非洲能
在全球南方声势的壮大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需要持续培育这种希望”

这一年，习近平主席的温暖鼓励，让友谊和希
望的种子在年青一代心中扎根。

“明年4月，我们将应邀带领40名阿联酋学生
去中国研学。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体验中国
文化。”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执行负责人法
蒂玛·艾哈迈德·巴斯塔基近日高兴地告诉记者。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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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亲切温暖：“我读
了你们每个人的信”“欢迎你们来中国看熊猫、登
长城，长大后到中国读大学”“也欢迎更多的阿联
酋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同中国的青少年交
流交心、互学互鉴”。

“百校项目”的老师们说，习近平主席的鼓励
让师生和家长都倍感自豪，孩子们学习中文的热
情更加高涨，“还有更多学生踊跃加入‘百校项
目’，立志未来去中国留学”。

推动民间友好事业离不开青春力量。习近平
主席对青年与未来的重视，让美国肯恩大学校长
拉蒙·雷波列特深切共鸣。

今年，雷波列特致信习近平主席，介绍温州肯
恩大学合作办学情况及成果。“习近平主席鼓励两
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搭建更多桥梁，这让我深感
认同。”雷波列特告诉记者，肯恩大学师生受到鼓
励，更加积极地参与对华交流活动。不久前，该校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术代表团在温州参加了学术
会议。

“我希望美国学生能把握机会，深入体验丰富
多彩又充满活力的中国文化，在交流中拓展视野，
为促进美中友好打下基础。”雷波列特说。

“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中美关系的
未来在青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2024年

“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致贺信，鼓励两国青年
“深入交流、增进友谊，相知相亲、携手同行”。

美国“鼓岭之友”召集人穆言灵说，习近平主
席始终鼓励两国青年积极传承美中人民友谊、携
手促进合作，“这非常重要”。前不久，她在纽约州
的艾尔弗雷德大学向学生们讲述了传承美中人民
友谊的鼓岭故事，许多学生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希
望参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
少年赴华交流学习计划。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境，但鼓岭情谊的传承
带给我们希望，我们需要持续培育这种希望。”穆
言灵说。

鱼雁不绝，笺暖情长。2024年，习近平主席
通过书信外交以友为桥、以心相交，字里行间的真
诚汇聚起人民友好的涓涓细流，为国与国关系健
康发展夯实民意根基，为推进人类和平和发展事
业凝聚共识、汇集力量。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记者张代蕾 陈
颖 王天聪）

架起相知相亲的桥梁
——习近平主席书信外交传递温暖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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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实验小学：

用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助推教学质量提升
一片“云”，汇聚海量优质教育教学

资源，方便教师随时“充电”，让学生尽
享“名师课堂”；一个系统，学生开展自
主学习十分便捷，还能一站式解决教学
管理问题，构建家校沟通桥梁……自被
授予“三亚市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应用基地学校”以来，三亚市实验小学
加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
称智慧教育平台）应用推动力度，助力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近日，三亚市实验小学《基于国家
中小学智慧平台的教师备授课实践研
究》中期汇报活动举行，通过教学展示、
经验分享和专家指导，加强学校间的交
流合作，共同探讨智慧教育平台在教学
中的应用与发展。

箭步冲刺到椰子树下，轻快一跳，双
手和双脚便紧紧扒住树干，腿脚发力，手
随着身体向上攀爬……近日，在该校四
年级4班的英语课上，教师邢冬银用一
段攀椰竞速比赛的视频作为导课部分，

用生动有趣的方式授课。
邢冬银介绍，备课时，她通过智慧教

育平台资源查找《Are you going to
run on sports day？》相关教学资源，
参考平台推荐的资源后，精心设计了本
堂课的学习任务单和课后练习，“在教学
过程中，我还使用单词卡、计时器等互动
工具帮助教学，提高课堂的趣味性。”

课堂上，一次简单的课堂答题，智
慧课堂的互动性和高效性便得以显现。

“正方形的轮胎和圆形的轮胎，车
辆行驶过程中有何不同？”在《圆的认
识》这堂数学课上，三亚市实验小学教
师冯伟凯一抛出问题，学生们便跃跃欲
试。冯伟凯利用智慧教育平台中互动
工具里的随机点名功能，随机抽取学生
回答。“课堂上通过随机点名来回答问
题，增强课堂的互动性与趣味性，还能
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关注度。”冯伟凯说。

依托智慧教育平台积极探索课堂
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提升

师生数字素养，让教育插上数字翅膀，
已经成为三亚市实验小学的教学常态。

“智慧教育平台汇聚了大量优质资
源，不仅减少了教师备课的时间，还能
引导教师更好地将资源应用到教研、备
课、授课等各个环节中。”三亚市实验小
学校长黄小龙介绍，以备课为例，该校
教师通过智慧教育平台浏览电子教材、
分析教学内容、撰写教学目标，确定教
学方法后，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学生活
动和课后作业、课堂检测活动。

从祖国的大好河山，到京剧脸谱文化
……在信息技术课《用色彩表达感情》上，
教师陈少怀设置了一系列启发性的问题，
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合作探究，并用
图形化编程工具 Scratch 编写变脸程
序。“这堂课上，我不仅尝试编写变脸程
序，还通过智慧教育平台中的线上博物
馆，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字展厅，收获
满满。”该校五年级学生周芯语说。

三亚市实验小学信息主任莫光琪

介绍，智慧教育平台提供了海量优质资
源，广大学生足不出户，就能与科学进
行亲密接触。对此，该校六年级学生贺
震感触颇深：“我通过智慧教育平台观
看了不少科学公开课，近距离了解各种
科学知识，感受科技的力量。”

进入智慧教育平台“教师研修”板
块，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课程设置、名师
汇聚的优质资源等。三亚市实验小学副
校长杨梅介绍，该校教师使用智慧教育
平台为自己“充电”，在平台上学习、教研
已成常态，助力教师更高质量地备课。

该校教师符棉钫也是智慧教育平
台的受益者。在他看来，智慧教育平台
如同一位倾囊相授的良师益友，“平台
的教师能力提升模块资源非常丰富，有
利于教师更高效备课，也让我的教学观
念发生了很大转变。”

完善的应用保障机制是推进师生
深层次应用国家平台的关键。黄小龙
介绍，该校积极推进智慧教育平台应

用，实现全校各级管理员激活率等6个
100％，制定了《三亚市实验小学运用国
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备授课管理制
度》，同时，还完成智慧教育平台备课和
授课主题的校本全员和专题技能培

训。接下来，学校将继续用好智慧教育
平台，探索创建更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
智慧教育场景，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

（策划/撰文 惠玲）

学
校
师
生
利
用
国
家
中
小
学
智
慧
教
育
平
台

上
英
语
课
。

惠
玲

摄

专题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叶媛媛 美编：陈海冰

临近午时，走进文昌市文城镇沿江
社区老人服务日间照料中心长者饭堂，
饭菜香气从厨房飘出。大厅里，已有老
人等候着开饭。

“每天的餐食都有荤有素，营养搭配
均衡，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现场等
候的老人李国强说，自从社区开了这家
长者饭堂，他经常来用餐，这样不仅减少
了子女的负担，他也在这里交了朋友。

除了长者饭堂带来的便利，沿江社
区老人服务日间照料中心还有多种举
措，让老人享受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等服
务。在日间照料中心二楼兴趣活动室
内，几名退休老人正拿着麦克风唱歌，她
们用歌声交流友谊，赞美生活。老年朋
友们纷纷表示，日间照料中心给了她们
展示才艺的平台，让大家退休后还能共

同度过欢乐时光。
“文城镇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设

有书画室、棋牌室、医务室等功能室，供
老人使用。我们的居家服务页面上传了
需要服务的老人信息，可实现就近派单，
让愿意服务的志愿者或低龄老人服务高
龄老人。”文昌市文城镇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社工主管邢小攀说，日间照料
中心以“立足社区、面向老人、专项服务”
为特点，把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
服务对象，重点关注高龄、空巢、独居的
老年人，实行精准服务供给，从社区老年
人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需求
出发，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服务，旨在将
日照中心打造成一个“老有所学、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的好去处，提升文城镇社
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水平。

养老服务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个老
年人的切身利益。积极构建综合养老服
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是老百姓十分关注的民生要
事。近年来，文昌市文城镇高度重视养
老服务工作，加强创新引领，扎实推进

“1+N+X”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N的建
设，探索养老服务新路径。

据了解，文城镇依托沿江社区老人服
务日间照料中心为社区老人提供个性化、
多元化养老服务，累计服务老年人1.56
万人次。中心设置的长者饭堂，为分散供
养特困老人、“空巢”老人、无子女或子女
不在身边的老人、经济困难家庭老人提供
助餐服务，目前累计服务3491人次。

此外，文城镇还加强社区养老教学
点运营管理，将养老工作同社区教育工

作相结合，结合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举办
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培训班、老年
人防诈骗讲座、老年人养生讲座等，既充
实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又提高了老年
人防范风险的能力。

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是文城镇服
务民生的一部分。今年以来，文城镇在
文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部门
的指导支持下，以保障民生为宗旨，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政策措施，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不断提升服务职能，各项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为了做好社会保障，该镇每月对低
收入人口实施动态监测，对单人户、重大
病户、重度残疾户、发生突出重大事故
户、收入低于监测范围户等重点人群全
面摸排，建立快速救助机制。截至12月

20日，文城镇城乡低保对象共有784户
1394人，特困对象465人，低保边缘家
庭120户284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4户
12人。

为编密织牢社会救助安全网，文城
镇通过加强村（居）民的培训和发放宣传
折页和海报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
水平和政策知晓率，确保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救助。截至12月20日，文城镇共
救助各类因病和生活困难人员224户
553人，发放救助金83.15万元。

针对脱贫人口，收入来源不固定、有
劳动力的低保家庭，单人保及低保边缘
家庭，文城镇开展不定期核查及年度核
查工作，确保精准纳入、精准退出，并强
化监督检查，提高社会救助管理水平，减
少错保、漏保、骗保现象的发生，确保社

会救助制度公平实施。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稳定就业方面，

文城镇建立岗位需求清单，主动做好对
接，通过举办“春风行动”招聘活动为农
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提供236
个多类型岗位，推动人岗精准匹配。

该镇还通过“春风行动”等一系列招
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就业。落实

“1131”就业帮扶措施，对脱贫家庭大学
毕业生、“雨露计划”应届毕业生的就业
情况进行核查，建立台账，切实做好脱贫
人口就业岗位指导、跟踪服务机制，落实
好帮扶责任。以“走出去学、请进来教”
的思路，主动对接市就业服务中心和培
训机构，结合劳务市场需求，组织农村劳
动力开展技能培训，大力普及有机种养
技术、妇幼护理技能。 （撰文/小黄）

文昌市文城镇以服务民生为宗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精细化提升服务职能 推动民生事项落实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