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6日 星期日
时事 0303

责任编辑：刘超 王群欢 美编：巫晓瑛

盛夏时节，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正如火如荼举行。113个国家和
地区的 6500名青年运动员相聚成都，他
们激扬青春活力，追逐心中梦想，向全世
界展现着当代大学生的光华与风采。

赛场上，他们奋力拼搏、争金夺银、
切磋技艺；赛场外，他们热情相待、交朋
结友、互通友谊。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
因成都大运会相聚相知，在青春、团结、
友谊的盛会中增进理解。

相聚相知 共赴青春之约

夜幕初降，成都大运村里的文化市
集流光溢彩，投壶、蹴鞠、编织……来自
世界各地的大学生运动员饶有兴致地交
流互动，交换徽章、分享快乐。

“这种球好轻，太有趣了。”25岁的
利比亚运动员伊萨体验蹴鞠，很快就
掌握了技巧。这位 60公斤级的柔道选
手，轻巧地将竹制的小球挑射进球门
网洞，热情地招呼路过的意大利、中国
运动员入场体验。来自异国他乡、互
不相识的青年人很快就玩到一起，兴
趣盎然。

成都大运会开幕以来，大运村里住
满了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大
学生运动员。村里村外、赛场内外，他们
相遇相识，相知相惜。“成都成就梦想”，
蓉城之会成为汇聚全球青年的青春之
约、体育之约、梦想之约。

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对
中国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
认真兑现庄严承诺，确保成都大运会顺
利举办表示感谢。“在经历只能网上见面
的漫长疫情之后，大家又一次来到大运
村，共同生活 10至 12天。来自 113个国
家和地区的代表团重聚，利用比赛结束
后的机会互相交流，这太棒了！”在艾德

眼中，这就是大运会的魅力。

互学互鉴 共享多彩文明

这几天，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埃·玛维
洛说话时眼眸中总是充满亮光。在武术
男子刀术比赛中，玛维洛获得了银牌。

“当我喜欢上武术后，我就梦想在武术的
发源地登上领奖台。现在，我终于走到
了这一刻。”玛维洛激动地说。

玛维洛从小就有“武侠梦”，他跟很
多中国青年选手有过武术切磋。赛场
上，他们既是对手又是好友。“我常琢磨
中国选手的招式，学习他们的技艺，激励
自己进步。”玛维洛说，武术蕴含的武德，
如强身健体、行侠仗义、仁义精神等内涵
深深地烙在他心底。

大运会赛场，见证全球青年以平等、
包容、友爱的视角进行文化交流与互
鉴。在武术项目比赛中，外国运动员纷
纷选择具有中国风的音乐作为配乐：日
本队员选的是《梁祝》选段，阿尔及利亚
队员选的是《仙剑奇侠传》影视插曲……

“打拳时，听着《梁祝》旋律，觉得很美，在
一招一式中能静心宁神。”日本选手古川
萌华说。

在中国与国际大体联和各国各地区
代表团共同努力下，成都大运会成为一
届具有中国特色、时代气息、青春风采的
国际体育盛会。本届大运会上，太阳神
鸟、熊猫等中国文化符号深深吸引了来
自全球的青年运动员。

意大利籍火炬手苏耘哲在大运会开
幕式上亲手点燃“太阳神鸟”图案圣火
盘，他自豪地说，“太阳神鸟”彰显了中国
人自古以来和谐包容、追求光明的精神
品格，是力量、希望和吉祥的象征。“我相
信火炬手的意义不只是传递火炬，更多
的是一种精神的传递，传递的是团结友

谊，传递的是文化交流。”
大运会期间，赛场外的文化交流每天

都在进行。在天府艺术公园，“2023成都
双年展”展出的22个国家和地区235位艺
术家的476件作品，吸引了众多中外观众。

25岁的成都小伙古毅专程去看了展
览，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英国艺术家大卫·
霍克尼用平板电脑创作的一组绘画作
品。“斑斓的色彩笔触，勾勒出春天生机
勃勃的生命力。作者在 iPad上作画，是
一种探索，很受启发。”古毅说。

展厅内，艺术家徐冰的“英文方块字
书法教室”，引起了波兰击剑运动员亚历
山大的兴趣。徐冰“创造”的这些字体，
将英文字母改造为书法的偏旁部首，将
英文单词组合为全新的书法方块字。

“在东西文化交流、沟通之外，打破固
有思维，找到新角度，是这个作品的价值
所在。”亚历山大在体验区拿起毛笔，在纸
上写下一个古体的“兔”字。在大运村生
活几天，亚历山大对十二生肖这个“中国
星座”心生认同。“我在大运村刚学会用毛
笔写字，我属兔，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同心同行 共创美好未来

文明是多样的，世界是多彩的。参
加成都大运会的青年健儿，用自己的努
力书写着他们的精彩与未来。

就读于阿德库勒阿贾辛大学人类学
系的跆拳道选手奥拉米，是个爱笑、温和
的大个子。跆拳道水平出众的他，排球
技能也不差，是尼日利亚排球国家队队
员。他最大的心愿是以排球运动员的身
份登上奥运舞台。

“体育是我的动力，也给了我很多机
会，我上大学就得益于运动员奖学金。
作为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参加运动会也
让我在比赛之余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

以后我想成为一名运动员心理咨询师，
结合所学和特长，帮助运动员舒缓情
绪。”奥拉米说。

大运会上，超越比赛胜负的感人故
事不断上演。在羽毛球比赛中，中国选手
谭强看到对手巴西运动员韦尔顿的球鞋
已经有些旧了，第一反应是“他不远万里
来参赛，我想送他一双鞋，让他感受来自
中国的热情。”当谭强把新鞋送到韦尔顿
手中，他连声说“谢谢”，与谭强击掌拥抱。

平等包容，一定能共享多彩世界；同
心同行，一定会创造美好未来。尼泊尔选
手尼亚奇昂·库沙尔表示，虽然在乒乓球
比赛中败北，但这里还有全世界人民都喜
爱的大熊猫。不少外国运动员也分享着
在“大熊猫之乡”亲眼看到熊猫的喜悦。

尽管来自五洲四海，但参加大运会
的青年们心相通、情相连。他们为获奖
运动员送上生日祝福，用最朴素的表达
诠释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8月1日，射击项目女子25米手枪团
体比赛结束后，当中国选手林雅茜站上
最高领奖台，现场观众和中外运动员出
人意料地唱起生日快乐歌。林雅茜流下
了开心的泪水。原来，这天恰好是她 20
岁的生日，本以为金牌已是最好的生日
礼物，没想到还收获一份特别的惊喜。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为我过生日，
这个画面太难忘了！”林雅茜激动地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
丰富。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要从
青年做起。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语
言的大学生相聚成都，以平等、包容、友
爱的视角看待和而不同，用欣赏、互学、
互鉴的态度对待多种文化，以青春的活
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这是青春该有的模样，这是世界该
有的美好！

（新华社成都8月5日电）

以青春的活力让世界更加美好
——成都大运会青年交流掠影

新华社记者 周相吉 卢宥伊 董小红 吴晓颖

新华社哈尔滨8月5日电（记者 杨
思琪 唐铁富）5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举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学
术研讨会上，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
证陈列馆向社会首次公布《日军哈尔滨
第一陆军病院原簿》。这份犯罪协同机
构原始档案对于全面认知日军陆军病
院的整体形态、业务流程，深化日军陆
军病院参与活体解剖犯罪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日军哈尔
滨第一陆军病院是日军在中国东北
地区建立的最大的陆军病院，拥有当
时先进的医疗救治仪器和手术室，承
担着伤员患者收治、转运功能。《日军
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原簿》详细记录
着该病院从 1941年 7月 16日成立到
1945年 10月 11日期间的人员、地址、
构成等信息，由主册、副册共 17份文
件组成，共有 36页，是非常珍贵的一
手资料。

档案显示，该病院位于哈尔滨市南
岗地区，分院设在平房地区，由 5个内
科、2个传染科、2个外科及器材部、教

育部等 10个部门组成，设定医护人员
404人，可容纳伤员约7200人。总院主
体是两层建筑，有手术室、病理研究室、
X光线治疗室等 100多个功能间，是集
医疗、实验、研究、护理和日常生活于一
体的标准化病院。

“资料显示，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
病院是 731部队医学犯罪的延伸机构，
其在筹建之初就与日本细菌战大本营
计划息息相关，是日本细菌战重要参与
者与关联者。”金士成说，结合相关档案
和 731部队原队员的笔供记录和证言
可以发现，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前
身同 731部队前身在同一时间、同一地
点相邻选址筹建，部分医学工程设施是
由日本陆军省、关东军统一批准、同步
建设，在战后通过同一条路线全员撤回
日本国内，且两者间存在业务往来及人
员兼职。

“研究发现，731部队开展的人体实
验和细菌战，是由日本战时医疗机构协
同实施的，这再次证明日军侵华是日本
军国主义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实
施的集团犯罪。”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7月31日至8月4日，应中国外交部邀请，多米尼克、缅甸、伊
朗等 25国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和阿克苏地
区，与当地各族居民深入交流，实地感受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使节们普遍表示，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多
彩繁荣，“新疆人民正享受着幸福生活”，部分西方媒体捏造的涉
疆谎言与新疆真实情况不符。

认可反恐和去极端化成果 点赞人权发展道路

近年来，新疆依法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最
大限度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在乌鲁木齐市，代表团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
题展，通过观看大量真实图片、视频资料深入了解了新疆在反恐
和去极端化领域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公使伊扎兹·艾赫迈德表示，中国政府在反
恐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使人
民安居乐业。“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密切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西方媒体炮制谎言污蔑新疆，炒作所谓
“少数民族人权问题”。对此，本次参访团团长、多米尼克驻华大
使马丁·查尔斯说：“在新疆，我们和人们放松地交谈，看到他们过
着体面而幸福的生活，我们没见到‘强迫劳动’，没发现这里有侵
犯人权的行为。”

艾提尕尔清真寺坐落于喀什古城。近年来，中国政府拨付大
量资金改造该清真寺内基础设施，为信教群众提供了便利条件。
萨摩亚驻华大使卢阿马努韦·马里纳认可中国对宗教场所的保护
修缮。他认为中国的法律保障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发展成
果振奋人心。

感受经济高质量发展 见证民生日益改善

新疆地处亚洲腹地，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的重要
枢纽。随着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疆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变
成对外开放的前沿。伊朗驻华大使穆赫森·巴赫蒂亚尔认为，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新疆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乌鲁木齐市国际陆港区、喀什综合保税区等地，使节们感受

到了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乌兹别克斯坦驻华使馆公使衔
参赞巴体尔·图尔苏诺夫表示：“乌中双方自古便通过丝绸之路建立
了联系，如今新疆在联通亚欧市场方面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希
望‘中吉乌’铁路建设能够顺利推进，为两国人民带来便利。”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2010年，总投资超过 70
亿元的喀什古城改造项目启动，在 5年内完成 4.9万户居民危旧
房屋改建。改造后的喀什古城民居最大限度保留着原有风格，并
提升了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居民生活更安全舒适，也吸引了大
量的国内外游客。

眼下正值喀什旅游旺季，使节们与游客们一同逛巴扎、拍街
景，领略喀什古城独具韵味的魅力。苏里南驻华大使张碧芬认
为，古城既保留了传统民居的外在面貌，又配备了现代化的内在
设施，“我能感受到新疆人民正享受幸福生活，他们穿着五颜六色
的衣服，跳着欢快愉悦的舞蹈，就像去参加派对一样。”

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伽师县，使节们参观了投资逾
17亿元的饮水安全工程。当地政府引冰川融水为水源，通过铺设
水管、改扩建配水管网等措施，让全县 46万多名群众喝上了干
净、卫生的饮用水。

“无论在哪，为46万人提供饮用水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
就。”尼加拉瓜驻华大使迈克尔·坎贝尔第一次来新疆，他认为中
国经验为尼加拉瓜保障民生福祉、与贫困作斗争提供了借鉴。

体验多元文化魅力 目睹文化传承保护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新疆各
族人民创造了多元一体、丰富多彩的文化。位于阿克苏地区的克
孜尔千佛洞已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石窟内的绝美壁画静静地向
世人展示着这片土地上的多彩文化。

秘鲁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艾丽卡·里萨尔多对此印象颇深，
她说：“中国全力保护着这座佛教石窟、壁画的原貌，拥抱各地区
多样的文化。”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保护、发展和传承各少数民族的传
统文化。在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加依村，当地居民弹奏热瓦普、手
鼓等维吾尔族传统乐器，为参访团一行献上热情洋溢的歌舞演出。

乐器制作艺人努尔东·司马义演奏结束后，墨西哥驻华使馆
参赞艾克多·多尔贝克尔向他购买了一把维吾尔族传统乐器都塔
尔。艾克多·多尔贝克尔说：“我要把它送给我哥哥，他是一名音
乐爱好者，我非常期待他弹奏新疆乐器。”

针对部分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所谓的“灭绝维吾尔文化”的不
实指责，伊扎兹·艾赫迈德说：“眼见为实，我在新疆看到中国政府致
力于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5日电）

25国驻华使节参访新疆纪事
新华社记者 赵晨捷 马锴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 温竞华）中国科协等21部门日
前联合发布通知，2023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将于 9月 17日至 23日
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今年的主题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科
技自立自强”。

根据通知，今年全国科普日将集中组织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
部委系统活动、各省份区域活动、系列联合行动和科普专项行动，广
泛开展社会需要、群众喜欢、影响力大、服务面广的系列科普活动。

通知明确，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将推进科技资源科普化，推
动具备条件的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基地开放，集中展示大数
据、人工智能、元宇宙、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和载人航天、探月探
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等重大成果，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

同时，坚持科技赋能，实施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科普服务
高素质农民培育行动，促进优质科技科普资源深入农村、服务农
民；围绕美丽中国建设，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倡导绿色、低碳、节约
的生态理念；推动科普助力“双减”，做好科学教育加法；践行科普
为民，围绕卫生健康、数字素养、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公众关注
的热点问题，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内容服务公众对美好生活需要。

通知要求，各单位和部门要围绕基层群众最关心最需要的领
域，突出群众性、参与性、互动性，打造科普新模式、新场景，开展
常态化、多元化的科普服务，强化数字赋能，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推动优质资源广泛传播。

中国科协等21部门联合组织开展

2023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侵华日军731部队犯罪协同机构
原始档案首次公布

8月4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何畈村鑫磊合作社社员在抢收头茬再
生水稻。立秋将至，各地农民抓紧农时开展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片繁忙。

（新华社 发谢万柏 摄）

立秋近 农事忙

上接1版 为解除银行后顾之
忧，我市打出了系列“组合拳”。

首先，依托以创新要素、经营管理要
素等 12个指标为核心的知识价值信用
评价体系，对科技型企业评分，评分结果
经省科技厅核实后，生成企业“白名单”，
平台及时与金融机构共享“白名单”信
息，打通科技型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
信用阻隔。

其次，由省市出资设立 5000万元知
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建
立相应的风险分担和风险防范机制。一
旦获贷企业本金逾期产生风险，银行正
常催收仍未收回贷款，立即启动风险补
偿机制。

“通过建立 3%警戒、5%熔断的风险
防范机制，发挥风险平衡作用。“市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在一个合作年度
内，当单家银行实施贷款累计不良率达
到 3%时，将实施预警；当单家银行实施
贷款累计不良率达到5%时，将暂停受理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新增业务，并对前期
运行效果开展全面评估，再根据评估结
果决定是否重启业务受理工作。

后期，委托专业运营机构定期开展
贷后调查和风险评估，并依据实际放贷

凭证进行审核推送，以此解决部分银行
无放贷即提前注册备案把控客户问题。

“目前全市 667笔放款整体风险可
控，预评估高风险率不到0.7%，已到期的
54笔备案贷款无一例不良。”市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说，有了“双保险”护航，银行积
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仅中国工商银行湘
潭分行，今年上半年就累计走访科技型企
业260余家，专项放贷172笔、5.02亿元。

审批流程繁琐缓慢，怎么办？
——精准“点穴”，灵活满

足企业多元需求

除了融资难、融资贵，审批手续繁
琐、速度较慢也常为企业诟病。

怎么破？湘潭瞄准问题症结精准
“点穴”。针对企业反映的无抵押银行审
批周期长等问题，一方面组织工作人员
和行业专家上门送政策、服务，精准对接
企业需求，协同银行进行“一对一”指导
和前置评估；另一方面，建立银行专项绿
色审批机制、开展“五专”（专营机构、专
业团队、专属产品、专有流程、专享政策）
科技金融服务。在系列举措积极引导

下，8家合作银行平均审批时间控制在 5
个工作日内，中国建设银行湘潭市分行
审批时间提速至 3个工作日，并对部分
优质客户实行1分钟适时放贷。

“3天获 500多万元信用贷款，真给
力！”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宣
军难掩喜悦。

去年，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与湘
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的某芯
片研发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前期大量投
入加上研发攻坚，企业资金一度吃紧。

幸运的是，就在林宣军为资金问题
急得团团转时，正好碰到湘潭大力推进
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
改革。经过申请和审核，在未做抵押的
情况下，企业仅用 3个工作日就获得湘
潭农村商业银行 500万元贷款，解了燃
眉之急。

作为受益者，一年后再谈起这项改
革，林宣军仍然激动。“对很多企业，尤其
是民营科技型企业来说，有时候几百万
元的周转资金，能成为企业转型升级关
键期的‘救命稻草。’”林宣军说，湘潭推
行的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改革，
让知识价值的“金”潜力被激发出来，让
更多同类企业受益。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改革
施行一年以来，不仅带动一批科技型企
业实现快速发展，还极大地鼓舞了创业
者的信心。”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透露，在推进科技型企业知识价
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改革过程中，他们
受到了不少启发。比如，围绕部分企业
生产经营大额资金需要，支持银行向科
技型企业推进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加有抵
押贷款联动，促成 8家合作银行向 1404
家科技型企业发放知识价值贷款和其他
贷款 233.49亿元，为企业发展提供足额
资金保障。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蹚出一条新
路”，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
补偿改革落地后，正为湘潭越来越多的
科技型企业打开轻资产融资之门，受到
广大企业点赞。

眼下，科技创新攻坚仗下半场“战
斗”已经打响，全市科技战线将按照“提
质、扩面、增效”总要求，支持合作银行拓
宽对接渠道、提高风险容忍度、搭建相关
联动机制，着力构建“科技—产业—金
融”高水平循环，推动金融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价值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为湘
潭产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