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多名参与
调查白宫发现可卡因事件的知情官员
6日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上
周末发现可卡因的地点接近白宫西翼
的行政区域，而非先前披露的西翼底
层大厅入口区。

这些官员称，发现可卡因的存储隔
间所在入口靠近副总统等官员车辆停车
点，比白宫西翼的办公区低一层，与白宫
战情室和用餐区同一层。与先前白宫新
闻秘书卡里娜·让-皮埃尔说法一致的
是，这一区域同样人员密集穿梭。

让-皮埃尔 5 日说，就白宫 2 日傍
晚发现一包可卡因，国土安全部下辖
特勤局正牵头调查，总统约瑟夫·拜登
已听取相关简报，认为彻查此事“极其
重要”。事发时拜登不在白宫，他和家

人6月30日前往马里兰州戴维营度假，
本月4日返回。

据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报道，让-
皮埃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可卡因
的发现地点位于访客常用的白宫西翼
入口区域，但拒绝明确是两个入口中的
哪一个。多家媒体先前称，发现地点是
白宫西翼底层大厅入口附近、访客放置
手机等个人物品的存储隔间。

特勤局预期 10 日前结束调查。6
日当天，鉴定专家继续检测装有可卡
因的塑料袋，但多名官员判断，最终找
到遗留可卡因人员的可能性不高。

阿肯色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
姆·科顿5日致信特勤局局长金伯莉·齐
特尔，要求公开更多调查信息。特勤局
方面确认收到信件，称会作回应。

美媒爆料白宫可卡因发现地点有变

今年6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明显上升，目前已进入厄尔尼诺状
态。由于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出现较早，发展空间大，如发展成强厄尔尼诺，可能会
带来全球气温的新高峰。图为人们在埃及亚历山大的海边游玩消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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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遭遇高温天气

已故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
卢斯科尼的遗嘱 6日经由意大利媒体
公布。贝卢斯科尼的巨额遗产由 5名
子女、伴侣、弟弟、朋友等人继承。

遗嘱4日当着贝卢斯科尼5名子女和
其他一些见证人的面被宣读。按照遗嘱，
贝卢斯科尼的长女和长子、即他在第一段
婚姻中生育的玛丽娜·贝卢斯科尼和皮耶
尔·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将平分贝卢斯
科尼创办的菲宁维斯特集团53%的股份。

据路透社报道，56 岁的玛丽娜和
54岁的皮耶尔此前就在父亲旗下企业
担任要职，前者是菲宁维斯特集团总
裁，后者掌管贝卢斯科尼创办的一家
媒体。贝卢斯科尼在第二段婚姻中生
育的3个孩子较少涉足家族企业。

据美联社6日报道，贝卢斯科尼的财
产总值约50亿欧元，其中包括市值28亿
欧元的菲宁维斯特集团，市值约7亿欧元
的不动产，以及股票、艺术品收藏和现金。

贝卢斯科尼 60%的非商业财产由

玛丽娜和皮耶尔继承，其余40%由他们
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继承。

贝卢斯科尼给 33 岁的女友玛尔
塔·法希纳和 73 岁的弟弟保罗分别留
下1亿欧元财产，还留给长期商业合作
伙伴、大学时期好友马尔切洛·德尔乌
特里3000万欧元。

贝卢斯科尼 6月 12日在意北部城
市米兰一所医院去世，终年86岁。他分
别在1994年、2001年、2008年出任意大
利总理，2011年辞去总理职务，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累计任职时间
最长的总理。他创建的意大利力量党
是现执政联盟成员。贝卢斯科尼还打
造了庞大商业帝国，曾是意大利首富。

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颇具争议，过
去几十年间多起官司缠身。意大利最高
法院2013年终审认定贝卢斯科尼税务
欺诈罪名成立，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
有让他进监狱服刑，代之以社区劳动。

（新华社专特稿）

贝卢斯科尼遗嘱公布

长女长子控股商业王国

新华社太原7月7日电（记者 赵东
辉 晏国政 王学涛）夏日中条山下，解
州关帝庙关公文化研究院的专家正在
忙于编纂《解州关帝庙志》，深度挖掘解
州关帝庙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位于山西南部的解州关帝庙是中
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也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近两年，当
地成立关公文化研究院，建设书屋，招
聘 8名研究生，与几所高校开展系列关
公文化研究。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各地在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过程中，正在从“国保”实物样本发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和元素。

基因孕育
6月28日晚，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

大佛前迎来一场大型实景艺术秀。上海
民族乐团著名琵琶演奏家俞冰携其他艺
术家献上一首《云冈圣境》。这首由 20
多种当代东西方乐器融合演奏的曲子，
穿透洞窟石壁，“唤醒”了云冈……

云冈石窟地处山西北部，始建于
1500余年前的北魏时期，是首批“国保”
之一。石窟22个洞窟里雕有乐器形象，
共计32种500多件乐器，其中既有汉民族

的琴、筝、笙，也有龟兹五弦、波斯竖箜篌，
还有当时西凉特色的齐鼓、义觜笛等。

“这处‘国保’是当时中西方艺术交
流的圣地。那种美美与共的大同之美
触动了我的创作灵感。”俞冰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既保
存在文献古籍里，更体现在星罗棋布的
各类文物中。目前，全国已有5058处被
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是
石窟寺、古建筑，还是古遗址、古墓葬，都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延续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

山西悬空寺彰显着和合文化智慧，
四川三苏祠传扬着“孝慈仁爱、厚人薄
己”的淳厚家风，曲阜“三孔”蕴含着儒
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河南汤阴岳飞庙
激荡着“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

“‘国保’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化的实物见证，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提供了丰厚滋养和精神元素。”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说。

薪火传承
“我喜欢古建筑身上独有的历史美

感，希望毕业后为家乡的文物保护出一
份力。”19岁的李静怡是山西大学首批
文物全科专业学生之一，大学期间她免
费接受考古、文物建筑、博物馆三大领

域专业教育，毕业后将返乡工作。
李静怡来自运城市万荣县，家住“国

保”飞云楼旁。她从小喜欢跟着父亲参
观名胜古迹，不仅对家乡的文物如数家
珍，也从心底有着保护它们的责任感。

山西省“国保”数量众多，为破解基
层专业文保人才少难题，从2022年起连
续5年面向全省117个县（市、区）定向培
养600名文物全科人才。这一创新培养
方式，为基层文保事业打开了新局面。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
华和道德精髓，除了文献典籍，‘国保’
是重要的实物载体。”中国历史学者纪
连海说，深入挖掘“国保”蕴含的文化内
涵，首先得做好保护工作。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石窟寺“家
底”摸清，革命文物名录持续公布；长
城、大运河、丝绸之路、传统村落等重大
文物保护工程相继竣工……从一项项
工作中可以看到新时代全国各地保护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

活化弘扬
借助元宇宙技术，太原北齐壁画博

物馆“走”了起来。一个月前，它来到太
原市第十九中学。学生们戴上 VR 眼
镜、持手柄，就能在虚拟的博物馆内遨
游，既可以“走进墓葬”沉浸式欣赏壁

画，还可以“抓起”出土文物仔细端详。
这座刚落成的博物馆是依托“国

保”徐显秀墓建起的一座遗址类博物
馆。此前，出于文物保护考虑，观众无
法沉浸式欣赏壁画，更无法了解墓葬所
蕴含的和合开放等文化内涵。

“我们通过科技手段主动走进校
园，让学生了解并进一步爱上传统文
化。”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北齐壁画
博物馆馆长王江说，文物活化利用就是
要让更多人接触到、看得懂、感兴趣，并
从中汲取滋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
发新的生命力。

一批“国保”借助科技力量、创新手
段，重新走入公众视野。敦煌壁画借助科
技手段让人物风景“活”了起来，云冈大佛
借助3D打印可“行走”世界，《又见平遥》
首创“行走式”互动观演模式讲述晋商信
义故事……中国正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
发创造新文化、建设新文明的活力。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任俊华说，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沃土，要加强对

“国保”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研究、阐释，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加以弘扬，充分发挥其生
动样本的作用。

从“国保”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因传承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经济参考
报》7月 7日刊发文章《多部门“剧透”战
略性新兴产业布局重点》。文章称，“深
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工程”“打造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
备 、绿 色 环 保 等 一 批 新 的 增 长 引
擎”……近期，多个部门密集发声，释放
加大力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号，
相关布局重点浮出水面。

业内人士指出，一揽子政策支持将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相关企业发展提
供良好环境。记者获悉，众多国企纷纷
提出规划，借助基金投资、并购重组等
多种方式在这一领域加速落子。

全球首台超大容量16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成功吊装、世界最薄“手撕钢”轧制成
功、C919大型客机圆满完成首次商业飞
行……近年来，我国着力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
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正
处于抢占制高点、向更高位跃升的重要
关口。下一步如何突破？近期，多个部
门在不同场合“剧透”了相关工作的重
点发力方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郑
栅洁近日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谈及

“抓实抓牢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重大任务举措”时，提出“加快推进前沿
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集群发展，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构建新一代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
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
增长引擎。”

在日前举行的 2023全球数字经济
大会、中国—东盟新兴产业论坛等会议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多次提
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表示将加快大数
据、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

7 月 5 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国有
企业经济运行圆桌会议第一次会议，研
究国有企业提质增效稳增长的工作措
施，也强调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5月召开的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部署会明确，要在产业布局
优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良好产
业生态和完善体制机制这四个方面不
断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并释放出“将
积极研究出台支持中央企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一揽子政策”的重磅信号。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引导未来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潜力巨
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一哄而
上，近期多个部门提出布局思路和重
点，相关产业将获得更大支持，也为企
业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阳光时
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昌明在接受《经
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国有
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正在这一领域加
速布局落子。中咨公司提供的数据显
示，2018 年-2022 年，中央企业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规模由0.7万亿元
增长至 1.5 万亿元，占全部投资比重由
12.8% 提 升 至 27% ，投 资 规 模 增 长
115.2%，年均增长28%。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提出的目标，今
年要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布局力度，
强化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智
能装备等高端制造业布局，力争2023年
中央企业制造业新增投资比重达到
13%，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比重提高 2
个百分点以上。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
超 2300 亿元，同比增长超 30%，约占全
部投资比重的四分之一。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系统
工程，必须立足长远、着眼大局，突出先
导性、支柱性。记者注意到，众多国资
央企提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形成
体系化布局，加快培育“专精特新”和

“单项冠军”企业。
以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其

下一步将加快钨、锂、镍、石墨、硅、锰等产
品向高附加值环节迈进；围绕新能源电池
材料超前布局，加强上下游协同贯通效
能，打造闭合循环产业生态系统；把金属
材料作为进口替代的发力点，加大高端硬
质材料、精密加工刀具研发力度，加快集
成电路及芯片用多晶硅、电子级硅基前驱
体突破，做大新材料新动力增长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有强大的科技
创新和技术储备作为基础，在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也是下
一步企业发力的重点。

“通过强化创新攻坚，我们在高性

能碳纤维、玻璃纤维、锂电池隔膜、发电
玻璃、柔性可折叠玻璃等新材料领域补
足了短板、实现了工业化量产。”中国建
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育先表示，
企业还将着眼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功能，持续加强
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在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迟看来，国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要
打好组合拳，除了自主进行技术研发和
产业升级，基金投资、并购重组等方式
也是塑造领先优势的有效手段，具有整
合优质资源、快速扩张规模以及减少市
场风险等多重优势，也能充分发挥主体
支撑和融通带动作用，引导其他社会资
本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比如，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
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旗下国
新基金引导和带动各类资本向战略性
前瞻性领域集中。截至2023年5月底，
国新基金累计投资项目 240余个、金额
超1200亿元，19个项目登陆科创板。

营造开放合作的良好产业生态，深
化与国内外各类所有制企业合作，打造
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国资委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有助于国
企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改善盈利
能力，提高估值水平，也有利于带动我
国产业体系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
迈进。”朱昌明认为，下一步还要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强化科技创新对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支撑，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市
场机制、管理体系、包容机制，进一步激
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多部门“剧透”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