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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王沪宁主持❷
十四届全国政协第二十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12日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

议。他表示，围绕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协商议

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深入学习

贯彻中共二十大和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增强履

职建言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人民政协报，7 月 1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在北京开始举行❶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5

日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

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讨论稿）》向

全会作了说明。 （新华社，7 月 15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关于美国所谓“涉藏法案”的严正声明❸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严厉谴责美国
干涉西藏事务行径❹

2024（第二十三届）中国互联网大会❺

中华文化是刚柔并济的❻

Z 一周盘点
过去一周，政协委员们关注了哪些热点问题？有哪些观点

和建议？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通过对全网各大平台数据梳

理分析，并进行热度排序，呈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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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谓的“涉藏法案”，严重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肆意抹黑攻击中国政府涉藏政

策，向“藏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再一次暴露其图谋搞

乱西藏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

自治区委员会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并发表声明。

（新华社，7 月 13 日）

7 月 13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召开委员座

谈会，就美国签署的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予以

严厉谴责，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16 位民宗委委

员、少数民族界委员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

基督教全国性团体负责人发言，驳斥谎言谬论，澄清事实

真相。 （新华社，7 月 13 日）

7月 9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24 （第二十三

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十四届全国

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

等嘉宾为我国互联网行业“点亮来时路，照亮新征程”。

（中国互联网协会，7 月 9 日）

7月 10日上午，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济宁

曲阜尼山开幕。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

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在发言中强调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刚柔综合”，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也与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追求相契合。 （大众日报，7 月 10 日）

Z 融媒视界

Z 第二时间

善用文化符号，讲好中国故事❼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舒勇在人民日报

发表署名文章 《善用文化符号，讲好中国故事 （新

语）》。文章表示，当前，我们需要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艺

术创作，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高度，认识公共

艺术在国家文化符号塑造乃至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体系构

建中的重要作用。 （人民日报，7 月 16 日）

Z 记者手记

大熊猫热持续火爆

圆脸、黑白分明的体色、大大的黑眼圈、

头上还竖着一对黑耳朵，再加上毛茸茸、胖嘟

嘟的身躯，大熊猫憨态可掬、呆萌可爱

的独特颜值与讨喜性格，成为大家的关

注点。

4 月 22 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

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在参加中

法建交 60 周年暨大熊猫科学发现 155 周

年国际青年大熊猫溯源之旅时，讲述了

自己眼中的“国宝”大熊猫。

“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代表本国形象

的‘国兽’。在中国，大熊猫就扮演着这样

的角色。”蒙曼说道。

“ 比 如 说 ， 大 熊 猫 圆 滚 滚 的 ， 真 是 一 团 和

气。它又是黑白配，简直是一幅天然的太极图。

它个头很大，却吃竹子，没什么攻击性。”蒙曼

认为，这分别对应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和气、阴阳

和谐或天人和谐以及温良恭俭让下所追求的和平

精神。

“这都是我们的民族性格。”蒙曼表示，大熊

猫还特别富有文化包容力和穿透力。“大熊猫的

黑白配，可以是太极，也可以是现代极简主义的

审美；大熊猫与世无争却已存在了 800 多万

年，可以是柔弱胜刚强，也可以是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另一种模式。”

在蒙曼看来，大熊猫的文化包容

力和穿透力，就表现成这种能让全世

界各自理解却又共同喜欢的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

中心特别顾问王众一认为，大熊猫的“处

事”也蕴含着中国的传统哲学道理，与世无

争、与人为善、和平友爱，有着拙朴的生存

智慧，也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

生态智慧。

“当然，‘熊猫热’的持续霸屏，也与当前自

媒体、短视频的兴起和普及有很大关系。”王众

一表示，在短视频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人

实现了“在线看熊”“云上撸猫”。

随着网友们“云吸”大熊猫需求的不断攀

升，短视频平台上，官方账号与个人账号层出不

穷，既有大熊猫们的日常生活，配上专业知识的

讲解，让粉丝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大熊

猫，也有熊猫圈“老粉”从普

通网友的角度，配上大熊

猫 们 的 专 属 BGM （背

景音乐），分享大熊猫

们的趣事。

“ 大 家 喜 欢 的

不 仅 是 一 个 个 憨

态 可 掬 、 聪 慧 友

善的大熊猫，还

喜 欢 它 们 与 饲 养

员 、 与 游 客 互 动

之中展现出来的人

与 动 物 之 间 的 感

情 ， 温 暖 而 又 感 性 ，

能 引 发 人 们 广 泛 共

情 。” 在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中诚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郭代军看来，通过短视频海量展示出了大熊猫

的生动形象、独有的生活节奏以及它们与人的互

动，除了激发出了人们的共情，还能给予人们一种

心灵抚慰。

加速释放“熊猫经济”的活力

品熊猫雪糕、盖熊猫邮戳、喝熊猫咖啡、逛熊

猫文创……作为“熊猫文创集合地”，熊猫邮局成

为游客们来成都的必打卡地。

王 众 一 认 为 ， 大 熊 猫 形 象 的 塑 造 尤 为 重 要 。

“不能只停留在‘美’这个层面，而是要深入挖掘

大熊猫自然行为中蕴含的哲学寓意，并以人格化、

性格化、产业化的途径去保护开发大熊猫形象，在

‘真善美’多维层面立体呈现中国文化、中国人的

情感与价值观，打造个性鲜明、具有独特标识的熊

猫 IP。”

王众一建议，要进一步创新熊猫 IP，促进文

旅发展，进而通过“熊猫经济”带动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同时，还可以通过研学、主题活动等方

式，加强对大熊猫的科普宣传，让青少年和众多喜

爱大熊猫的人们真正深入了解大熊猫，更好地珍惜

它、保护它。”

加速释放熊猫经济的活力这一话题是郭代军关

注的重点。“首先，增加熊猫主题建筑设计，将熊

猫元素融入建筑设计中，打造具有熊猫特色的建筑

外观。”他建议，可以设计熊猫形状的建筑、熊猫

主题的装饰等，建造熊猫外形或特色的地标性建

筑，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关注。

“其次，打造熊猫文化街区，将熊猫文化与商

业、旅游相结合。可以设置熊猫主题商店、餐厅、

咖啡馆等，营造浓厚的熊猫文化氛围。”郭代军还

建议建设熊猫主题公园，公园内可设置熊猫展览

馆、熊猫栖息地、游乐设施等，为游客提供一个集

观赏、娱乐、科普为一体的场所。除了熊猫基地以

外，还可以在一些城市增加熊猫主题展览馆，满足

更多国内外游客需求。

郭代军进一步建议，还可以针对特定的客户群

体，开发熊猫特色住宅。“住宅内可以采用熊猫主

题的装修风格，提供与熊猫相关的服务和设施，满

足人们对熊猫的喜爱和追求。”

“四川有很多熊猫栖息地和保护区，可以利用

这些资源打造更多的熊猫主题旅游景区，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观赏熊猫，体验熊猫文化，在进一步拉动

当地经济的同时，增强大家对熊猫的保护意识。”

王众一建议说。

用“熊猫名片”讲好中国故事

大熊猫是中国国宝，也是世界团宠，在中国对

外交往中扮演着“友谊大使”的角色，架起了中国

和世界友谊的桥梁，成为中国文化最好的“代言

人”之一。

那么，如何用“熊猫名片”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

采访中，与大熊猫颇有渊源的王众一讲述了一段

“大熊猫慰问熊本熊，患难之中守望相助”的故事。

2016 年 4 月 14 日晚，日本熊本县发生 6.5 级强

烈地震。次日，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为受伤的熊

本县吉祥物熊本熊送竹子的漫画在社交网站上火

了，很多人对此进行了再创作，以表达对日本灾区

人民祈福的心愿。至今，这幅漫画依然在一些中日

友好活动中得到引用。

当时，构思这幅漫画创意的人便是时任人民中

国杂志社总编辑的王众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推动

国与国之间民心相通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当人类在

面临极端灾难时所表现出的守望相助精神，就很容易

在两国民众中引发共情。”王众一说，当时，他提出

创意构想，由团队连夜设计出了熊猫宝宝慰问熊本熊

的漫画，刊发之后，立刻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共鸣，在

两国舆论中形成一股“暖流”。

实践证明，唤起民众共鸣的文化产品更有助于

促进两国深入交流。

王众一坦言，在“熊猫热”风靡全球的当下，

通过大熊猫这张名片讲述中国故事，是推动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的绝佳题材。“‘大熊猫慰问熊本熊，

患难之中守望相助’的漫画，其实就是对大熊猫进

行了人格化的处理，来传递中国在大灾面前大爱无

疆的价值观。”

“这个成功案例说明，讲好中国故事不一定都

通过人去讲，有时候可以把故事附着在一些卡通形

象上。比如美国的米老鼠和唐老鸭、日本的阿童木

和哆啦 A 梦等等，无不传递着一国民众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王众一表示，大熊猫在 20 世纪以来形

成的和平友好、温和包容的公认形象，适时推出人

格化的大熊猫形象出场，推动中国故事融入世界人

民的情感世界，完全可以助力塑造可亲、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闪耀名片

“大熊猫野外种群从上世纪 80 年代约 1100 只增

长到现在近 1900 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 已将该物种从‘濒危’调降为‘易危’

等级。”这是国家林草局动植物司司长王维胜 6 月

20 日在野生动物保护及国际合作成果新闻发布会

上透露的信息。

大熊猫保护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闪耀名片，

也是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典例。目前，我国先

后与 20 个国家 26 个机构开展了大熊猫合作交流，

一组组亮眼数据标注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大步前

行的刻度。

“‘熊猫热’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和民间在大

熊猫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是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所作出的承诺和贡献，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保

护 大 熊 猫 的 交 流 合 作 ， 这 些 故 事 也 要 讲 足 、 讲

透。”王众一表示。

“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大熊猫是中国的，也

是世界的。”王众一表示，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交

流，大熊猫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去了欢乐，也有力

促进了民间友好交往，尤其是通过国际合作，我国

在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野外放归等领域的

科研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在多年来的生态修复与科学保护下，大熊

猫的栖息地生态保护也进入“国家公园”时代。对

此，委员们也形成了一个共识——保护大熊猫不仅是

保护一种动物，更是保护珍贵的自然资源和中国文化。

“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场景下，进一

步讲好‘熊猫热’背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让

大熊猫现身说法，生动地阐述中国的生态观及其实

践。”王众一建议。

（视觉设计 魏琳通）

这个“顶流”明星，要追更要保护好
本报融媒体记者 周佳佳 徐康辉

7 月 4 日，一个温馨的场景在四川卧

龙 大 熊 猫 苑 神 树 坪 基 地 上 演 。 大 熊 猫

“福宝”和它的韩方饲养员姜哲远，在数

月的分离后终于得以重逢。当天，一系

列记录这一感人时刻的照片被公开，触

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今年 4 月，来自马来西亚的奶爸，跨

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四川卧龙神树坪的

中华大熊猫苑，只为一睹他多年照料的大

熊猫“升谊”，还带来了“升谊”小时候

爱玩的红色小球，尤其是奶爸含泪呼唤升

谊的一幕，让无数网友破防……

福宝和升谊与“跨国奶爸”双向奔

赴的故事，不仅仅是大熊猫与饲养员的

故事，更是一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

好典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大熊猫是

中国的名片，保护大熊猫更是中国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缩 影 ， 这 份 温 情 的 绵 延 ，

映射着普通民众最朴实的情感，更让世

界看到了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

如 今 ， 熊 猫 不 仅 仅 代 表 中 国 文 化 ，

也成为中国秉持和平交流、发展友谊的

标志。我国已经先后与 20 个国家 26 个机

构开展了大熊猫合作交流，温和敦厚的

大熊猫，带着中国人民的善意，不断走

进世界民众的心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动物和谐

相处，一幅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徐

徐展开，让我们一起珍惜和爱护大熊猫

这 一 珍 贵 的 自 然 遗 产 ，

共 同 守 护 我 们 共 有

的美好家园。

让世界看到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
本报融媒体记者 周佳佳

在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老县城所在地曲山

镇的一处半山腰上，有一个羌族特色鲜明的少数

民族村寨，寨子里有一处天然形成的石椅，遂有

石椅村之名。村子山清水秀、云雾缭绕，被誉为

“云朵上的羌寨”。

近年来，石椅村依靠独特的羌寨传统文化大

力发展文旅产业，村容整洁了，环境更美了，游客也

更多了，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务实、接地气的

“有事来协商·尔姆孜巴”协商平台，真正将协商民

主搬到群众身边，实打实为民解难事、办实事，“商”

出了羌寨的“新羌调”。 （李敏杰 韩月）

7 月 4 日是“西直门三太子”大熊猫萌兰的 8 岁生日，北

京动物园的饲养员们用胡萝卜刻出“生日快乐”字样，还有

“萌兰”造型的糕点，为萌兰庆生。

7 月 4 日也是萌兰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弟弟妹妹花花、和叶

的生日。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同样为两只小熊办起了生日

会，有不少熊猫粉丝通宵排队，送上生日祝福。

当地时间 7 月 7 日，在韩国诞生的大熊猫双胞胎“睿宝”

和“辉宝”迎来一周岁生日，韩国爱宝乐园举办周岁生日会

及“抓周”仪式，现场的幸运粉丝和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一

起为它们唱生日歌。

……

如今，“熊猫热”席卷全球。那么，“熊猫热”持续霸屏

原因为何？又该如何守护好大熊猫的“顶流”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