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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近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在江西圆满收
官。2023 年以来，国家民委先后在
贵州、云南、浙江举办系列主题文化
活动，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线，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古
色底蕴、弘扬绿色新风、奋斗金色年
代，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多彩画卷
徐徐展开。

红色，彰显共同理想信念——
江西，一片红色热土。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走过“红军洞”、望向八
角楼的灯光，来自安徽的小学校长
刘涛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种沉浸式参观，代入感很
强，让人仿佛回到那段峥嵘岁月，英
雄们饥寒交迫却依然勇往直前，他
们的精神和故事一下变得立体生
动。”他说。

跨越时空，一串串精神密码浸
润各族儿女心田，成为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核。

“红色资源是激发爱国热情、振
奋民族精神的鲜活载体，此次活动
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作为参观点，
我深感意义重大。”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馆长袁海晓说，我们要不断创新
红色资源的打开方式，打造沉浸式
体验项目，让井冈山精神绽放新的
光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

向。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重在
价值引领。

在贵州，主题团课以情景剧形
式，帮助学生领悟各民族共同价值
追求；在云南，“格桑花小小讲解员”
的实践，激发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厚植爱国情
怀、培育时代新人，共同理想信念潜
移默化嵌入心中、融入血液、铸入灵
魂。

古色，涵养共同文化使命——
之江大地，文脉绵长。“尼山杯”

衢州市中小学生《论语》学习系列大
赛现场，传来琅琅书声。

“在这里，我真切感受到优秀传
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保护和
发展。”在现场观摩的湖南省民宗委
干部刘勇庆说，我们要通过形式多
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讲好湖湘文
化故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中华文
化认同。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关键要增
进文化认同。

多彩贵州，民族团结“村BA”在
赛场内外促民族文化交融；彩云之
南，千年黑陶技艺活化传承、走向世
界，展中华文化之美；江西乐安乌江
之畔，“古村跑”“共同的家”文化惠民
演出不断激发群众文化自豪感……

“‘古村跑’让全国各地的参赛
者感受到我们这里的优秀传统文
化，目前我们正探索以文旅融合推
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希望更多

游客前来打卡！”江西乐安县教师余
栋良说。

借助主题文化活动这一平台，
各民族文化创新活力大大增强、时
代特色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焕发出
蓬勃生机。

绿色，培育现代文明风尚——
云南丽江拉市镇洋溢着文明新

气象。
“以前村里环境跟不上，如今完

成了‘三线’入地、‘四水’收集、‘五
整洁’基础设施建设，昔日沼泽荒地
成了全省‘绿美乡村’！”拉市镇海南
村村民木国章说。

培育文明风尚是构筑共有精神
家园的时代要求。放眼各地，新发
展理念渐入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
落地生根。

浙江景宁，“生态旅游、风情旅
游”推动当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相得益彰；云南迪庆，“文明实践+移
风易俗”带来各族群众从“等靠要”
到自立自强的转变……

“连续 3次观摩主题文化活动，
我深刻体会到弘扬文明风尚对于精
神家园建设的重要意义。”辽宁省民
宗委干部刘成成说，在今后工作中
将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现
代文明教育，积极引导各族群众移
风易俗、勤劳奉献，让文明新风融入
生活点滴。

金色，同心共赴美好未来——
赶市集、看走秀、品美食……江

西吉安市金坪民族乡，9个民族和谐
融居，八方来客载歌载舞。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
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在乡里的共富
之家，本地农产品通过直播销往全
国各地，金坪民族乡优质水稻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石玉莲，正向游客讲
述自己带领乡亲们共享科技兴农

“致富果”的经历。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需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最终实现共同迈向现代化。

夜幕降临，井冈山南山火炬广
场，文艺工作者携手各族群众同声
高唱《走向复兴》……

“身处黄金时代，我们更要珍惜
机遇，学好专业本领。”观众席上，来
自福建的音乐学专业大三学生吴烨
红十分感动，“下学期我想去乡村支
教，用歌声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广袤大地上，精神力量已深深
融入各族儿女血脉，化为共有精神
家园，推动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一个民族奋勇向前。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说，举办
系列主题文化活动，旨在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党中央决
策部署与各地实际相结合，把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抓实抓细，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新华社记者 王明玉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同心绘就多彩画卷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综述

今年“双 11”网络促销已拉开
帷幕。针对近期消费者反映某些
应用软件不明链接跳转导致的相
关消费问题，中消协 11月 1日发布
消费提示，敦促经营者切实落实广
告“一键关闭”，不得无底线收集消
费者个人信息。

某些应用软件中，弹窗提示消
费者付费提升音画品质等服务质
量，点击后却显示更高价位套餐或
续费会员；弹窗提示低价的内容，
点击付费链接后，页面却以不明
显、较小字体勾选了“将以正常价
格自动续费”。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
者点击链接后跳转的界面与消费
者的点击意图不符，是某些平台经
营者不顾消费者需求而强制弹出
无关链接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自
主选择权。尤其是在点击付款链
接后，其实质付款内容与链接描述
不符，启动弹窗欺骗误导消费者，
不仅违背消费者真实意愿，还有可
能进一步导致消费者损失。

某些应用软件在开启页面推
送广告时，没有关闭选项按钮、需
要计时才能关闭或者默认手机晃
动直接打开广告链接；某些购物软
件或购票软件需要转发他人助力，
点击链接后反复跳转到购物、返现
等无关页面，且难以回到初始页

面；某些阅读软件强制要求观看视
频广告；个别支付软件利用领取优
惠券，诱导点击弹出与本次支付服
务无关链接。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不论
是强行弹出无关链接，还是无序设
置弹出、难以实现永久关闭，都给
消费者带来很大困扰。根据广告
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应用软
件推送的广告链接不管以什么形
式导致消费者无法一键关闭，都违
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
经营者的互联网广告链接弹出应
当探索良性发展模式，而不是以无
视法律规定、牺牲消费者权益的方
式牟取不当利益。

某些购物软件对消费者个人
消费习惯进行分析，推送消费者可
能感兴趣的购物链接，将推送信息
狭窄化、标签化，形成“信息茧房”。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应用软
件无底线收集、搜索、分析消费者的
上网行为数据，量身定制广告链接，
强制提供个性化服务并进行精准推
送，是对消费者点击习惯、兴趣爱
好、网络行踪的不法收集和高度聚
焦分析。这涉嫌滥用消费者信息，
限制了消费者视野和自由选择。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不明链接跳转何时休

中消协敦促广告“一键关闭”

继“摩羯”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
秋季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后，日前

“康妮”以强台风级登陆我国台湾
省，给东南沿海等地带来强风雨天
气。为何近期还有强台风登陆？和
往年相比，今年秋台风是否偏多？

事实上，台风并非夏季“特
产”，一年四季都会有台风生成。
登陆我国的台风最早出现在 4月，
最晚在 12月，其中 7月至 9月是生
成台风个数最多、也是台风登陆最
频繁的时段。

气象学上将 9 月至 11 月期间
形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从常年
平均（1991 年至 2020 年）看，夏台
风（6 月 至 8 月）平 均 每 年 生 成
11.07 个，其中，有 4.73 个登陆我
国；秋台风（9月至 11月）平均每年
生成 10.7 个，其中，有 2.33 个登陆
我国。二者在生成数量上虽基本
持平，但登陆我国的秋台风明显比
夏台风偏少。

但从强度来看，秋台风可能
“更胜一筹”。在 1949年至 2023年
登陆我国的秋台风中，34.88%为台
风级别，17.95%以强台风级别登
陆，4.10%达超强台风级别。

前段时间给多地造成严重灾害
的“摩羯”，先后在菲律宾吕宋岛，我
国海南省文昌市、广东省徐闻县，以
及越南广宁省登陆，其在超强台风
级别维持时间长达64小时。

秋台风为何这么强？国家气
象中心副主任章建成解释，秋台风
主要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离
陆地比较远，过程比较长，有利于
其生成和发展。同时，秋台风体积
普遍不大但结构对称性较好，其运
行轨迹也靠近低纬度地区，这些都
有利于强度发展。

数据显示，今年9月以来，西北
太平洋和南海共有11个台风生成，
有 4个登陆我国，台风生成和登陆
个数均较常年偏多。专家表示，背

后原因包括海温偏高、副热带高压
偏强偏北、热带辐合带活跃等。

比如“摩羯”因多重因素叠加，
刷新登陆我国最强秋台风纪录。

“南海季风非常活跃，维持了一条
东西向赤道辐合带，为‘摩羯’能量
维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
是两侧的热带低涡系统为其注入
了大量水汽。”中央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张玲说，越赤道气流持续增
强，携带大量水汽为“摩羯”的强度
维持提供了充足能量。

此外，“摩羯”进入南海后遇上
南下的弱冷空气，导致台风眼区附
近垂直运动增强，发展更加迅速。
南亚高压南界靠北，为“摩羯”营造
了一个垂直切变较小的环境场，也
有利于其稳定发展。

同时，秋台风与活跃的冷空气
结合后，经常有较强的风雨影响。

据预报，受“康妮”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未来两天江苏东南部、上
海、浙江中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局地有大暴雨，与历史同期相比，
上述地区降水具有极端性。

“这次除台风本体降水外，还
有台风与冷空气结合带来的降
水。”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
说，华东东部海上的偏东风、偏南
风都特别强，这些风在向岸吹的过
程中加上地形作用，沿山地区容易
出现强降水。此外，由于台风是旋
转风，靠近内陆的地方会出现东北
风，携带水汽，在山的北侧或东北
侧也易出现较强降水。

无论“康妮”是否二次登陆，都
会带来较强风雨影响。气象专家
提醒，相关地区群众需密切关注预
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沿海等危
险区域。“康妮”影响期间正值天文
大潮，还需关注风暴潮增水对沿海
的影响。

新华社记者 黄垚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摩羯”过去“康妮”又来

今年秋台风怎么这么强？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
魏弘毅）记者 1 日从水利部和中国
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顺利完成 2023—
2024年度调水工作，截至 10月 31日
累计向京津冀豫四省市调水 83.37
亿立方米，为年度计划的 118%。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年度
调水期间，汛期冰期等关键节点的

安全输水管理得以持续强化。冰期
输水期间，数字孪生工程冰期输水
调度模型的应用进一步提升输水能
力，调水量较供水计划增加 3.4亿立
方米。汛期提前安排部署各项防范
应对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度汛工作，
经受住了台风、大暴雨等极端天气
的考验，确保汛期输水安全。

此外，针对 6月至 7月中线一期

工程沿线受水区出现的不同程度旱
情，水利部指导中国南水北调集团
采取优化调度策略，累计向河南、河
北应急供水 0.42 亿立方米，有效保
障地方抗旱用水需求。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
年正式通水。通水以来，工程 10年
累计调水超 680 亿立方米，其中生
态补水 106.37亿立方米。工程向北

京市、天津市累计调水均超百亿立
方米，南水已占北京城区供水量的
70%以上，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几乎
全部为南水，有力保障了工程沿线
省份的供水安全。

据介绍，中线一期工程 2024—
2025 年度调水工作于 11 月 1 日启
动，计划向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四
省（直辖市）调水 69.95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超额完成年度调水任务

10 月 31 日 ，
村民在广西百色
市田林县六隆镇
洞弄村晾晒八渡
笋（无人机照片）。

时下正是广
西百色市田林县
六隆镇晾晒八渡
笋的季节，金秋的
山村一派丰收景
象。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