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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五月的东湖，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如何识变、
应变、求变？一场汇聚智慧、激发行
动的大会——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在武汉召开。

这是数字教育的一个崭新起点。
此次大会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 发布后教育部主
办的首个重要国际性大会，是落实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和纲要精神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盛会。大会以“教育发展
与变革：智能时代”为主题，将汇聚
全球专业人士，探索如何推进智能时
代的教育发展与变革。

自 2023 年以来，中国连续举办世
界数字教育大会，持续汇聚多国政府、
教育和研究机构、重要国际组织等各
界顶尖人才，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旗舰性盛会。 （下转第三版）

打造数字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大舞台
——写在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林焕新

“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是
确保公共数字学习平台普遍访问和有
效使用的杰出举措，向世界展示了如
何利用数字技术使教学和学习更加普
及，为全球数字教育变革提供了有益
经验。”2023年9月7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斯蒂芬妮亚·
贾尼尼在2022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信息化奖颁奖仪式上说。

该奖项是联合国系统内教育信息
化最高奖项，颁发给中国“国家智慧
教育平台”。

2022 年 3 月，中国国家智慧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2024 年，

平台国际版上线。如今，平台已面
向 200 多个国家、1000 多万海外用
户提供服务。

这是中国推动数字教育国际化的
缩影。近年来，中国数字教育扬帆出
海，拉近了山海的距离，拓宽着世界
朋友圈。

（下转第三版）

国际化勾勒数字教育全球新画卷
——我国教育数字化进展系列综述之三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马卓言 冯歆然） 5
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中国—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宣布，中方同拉方携手启动五大工
程，共谋发展振兴，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初夏时节，生机盎然。国家会议中心内，中国、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国旗以及有关地区组织旗帜交相辉映。

习近平同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巴
西总统卢拉、智利总统博里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以及地
区组织代表团团长亲切握手并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谱写构建中拉命
运共同体新篇章》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2015年，我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代表一
道，在北京出席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宣告中
拉论坛成立。10年来，在双方精心培育下，中拉论坛已经
从一棵稚嫩幼苗长成挺拔大树。双方携手并肩、相互支
持，拉美和加勒比建交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坚
定支持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拉方维护国
家主权独立、反对外部干涉；双方勇立潮头、合作共赢，
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推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双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积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
合作，携手应对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和世纪疫情；双方
团结协作、勇于担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促进世界多极化和
国际关系民主化。事实证明，中拉已经成为携手共进的命
运共同体，其鲜明底色是平等相待，强大动力是互利共
赢，胸怀品格是开放包容，根本追求是造福人民，具有蓬
勃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多重风
险交织叠加，各国唯有团结协作，才能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霸凌
霸道只会孤立自身。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是全球南
方重要成员，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发展振兴是我们
的天然权利，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追求。中方愿同拉方携
手启动五大工程，共谋发展振兴，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一是团结工程。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相互支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出共
同声音。未来3年，中方将每年邀请300名拉共体成员国政
党干部来华考察访问。

二是发展工程。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定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维护开放
合作的国际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入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中方将进口更多拉方优质产品，鼓励中国
企业扩大对拉投资。

三是文明工程。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树立平等、
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化中拉文明交流互
鉴，举办中拉文明对话大会。

四是和平工程。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加强灾害治
理、网络安全、反恐、反腐败、禁毒、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等合作，努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五是民心工程。未来3年，中方将向拉共体成员国提供
35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万个来华培训名额、500个国际
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300个减贫技术人才培训名额、1000
个“汉语桥”项目来华团组名额，实施300个“小而美”民
生项目，支持拉共体成员国开展中文教育。中方将首批向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5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并适时扩大对地
区国家覆盖范围。

习近平最后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做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同拉方在各自现代化
征程上并肩前行，共同谱写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巴西总统卢
拉，智利总统博里奇，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
芙分别致辞。拉共体候任轮值主席国乌拉圭总统奥尔西特
别代表宣读总统贺信。他们高度评价拉中论坛10年发展取
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为推动拉中合作、促进拉美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各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
则。各方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和三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开辟了和平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拉中应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推动
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共创拉中合作美好未
来。拉中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坚定支持对方维护主权和自
主选择发展道路；加强拉美各国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
对接，推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新能源、教育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文明交流对话，增进拉中人民相知相
亲；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支持多
边主义、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和霸
凌行径，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

当天中午，习近平为与会拉方领导人及各代表团团长
举行欢迎宴会。

蔡奇、尹力等出席上述活动。
王毅主持开幕式。

习近平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5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
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5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讲话。这是习近平同与会嘉宾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教育教育 引领未来引领未来 ——聚聚焦焦2025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数数字字

教育时时时评评评

本报乌鲁木齐5月13日讯（记
者 高毅哲） 今天，第九届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在乌鲁
木齐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
瑞，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
致辞。

马兴瑞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欢迎各
位来宾相聚中国新疆、共商教育发
展。他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

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
团结协作、开放共赢、包容互鉴的全
新合作模式。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
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倡议成立
上合组织数字教育联盟，为我们深化
教育合作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新疆
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设教育强国
的战略部署，将教育摆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新疆实践的重要位置，推动教
育事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正
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文化

科教中心，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弘
扬“上海精神”，深化教育合作，为
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

怀进鹏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要
进一步深化教育等领域人文交流合
作，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
织家园。各成员国通过《阿斯塔纳宣
言》凝聚共识，为不断深化教育合作
并推动共同进步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
础。（下转第三版）

共创教育合作美好未来

第九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举行

本报乌鲁木齐5月13日讯（记
者 高毅哲） 5月12日至13日，教育
部部长怀进鹏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首
届中国—中亚教育部长会议、第九届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的
伊朗科学、研究和技术部部长侯赛
因·萨拉夫、土库曼斯坦教育部部长
朱马穆拉德·古尔班盖尔季耶夫、白
俄罗斯教育部部长安德烈·伊万涅茨
和哈萨克斯坦教育部部长加尼·别伊

谢姆巴耶夫，就深化双边教育交流合
作交换意见。

怀进鹏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
各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
下，中国同中亚国家、上合组织成
员国教育合作发展迅速。中国愿在
双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持续深化高
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数
字教育、语言教学等各领域务实合
作，进一步促进民心相亲和人文交

流。
来华参会的各国教育部部长衷心

感谢中国为中国—中亚教育部长会
议机制、上合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
会议机制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愿
共同努力、积极参与，学习借鉴中
国教育发展经验，密切双方机构和
人员往来，加强教育各领域合作与
人文交流，不断谋划新的成果、实
现新的突破。

怀进鹏会见部分中亚国家教育部部长

进 一 步 促 进 民 心 相 亲 和 人 文 交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