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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8日
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日是近邻，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维护
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
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
稳定、繁荣。当前，中日关系机
遇和挑战并存。中方赞赏日本
新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层沟
通，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
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

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
关系。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希望双方重温初心，相
向而行，共同迎接这一重要历
史节点，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
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中日要认真汲
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
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
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
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

问题，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
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
和大局。双方应该加强治国理
政交流和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
护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
境，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
和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双方应该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本着各自根本利益和人
类共同利益，弘扬和而不同、和
衷共济的东亚智慧，积极促进
区域合作，协调应对全球性挑

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祝贺日本成功举办东京奥运
会，欢迎日方积极参加明年2月
北京冬奥会。

岸田文雄对中国国庆表示
祝贺。岸田表示，当前国际和
地区形势下，日中关系正在迈
入新时代。日方愿同中方一
道，从日中关系历史中汲取重
要启示，以明年日中邦交正常
化 50 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
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

的、稳定的日中关系。双方应
该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日方愿
同中方继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
间交流，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地区问题
密切沟通合作。日方期待北京
冬奥会顺利召开。

双方都认为此次对话十分
及时、十分重要，同意继续通过
各种方式保持互动沟通，为两国
关系正确发展指引方向。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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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初心，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

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
师教育中心揭牌仪式在上海举
行。经过近4年的规划建设，这
个上海首家教育类联合国二类
机构正式落成并投入运行，将为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服务人类教
育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017年11月，在法国巴黎
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
届全体大会上决议通过在中国
上海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
师教育中心。

7 日的揭牌仪式以线上结
合线下的方式举行。据介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
心将奉行“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的宗旨服务于全球教师教
育，特别是为亚太和非洲发展
中国家的师资能力建设提供服
务与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代表沙克隆通过视频连线致
辞，祝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
师教育中心和第一届理事会成
立。他在致辞中说，落实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
中国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全力支持教师教育中心的发
展，为教师转型发展提供更多
支持。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国委员会秘书长秦昌威在致辞
中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
育中心应运而生，推进全球教师
教育的发展，对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重要意
义。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合作建立教师教育中心，既体现
了中国对教科文组织教育事业
的大力支持，更体现了国际社会
对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的高度评
价。

上海市教委主任王平说，希
望上海通过教师教育中心进一
步加强与各国和地区在教师教
育领域的交流、合作与互鉴，促
进民心相通，期待教师教育中
心全面履行好使命责任，着力
开展科学研究，着力强化能力
建设，着力提供技术服务，着力
推进信息共享；同时加强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机构的密
切合作，分享智慧、经验和方
案，将教师教育中心建设成为
世界范围教师教育领域的服务
提供者、标准制定者以及研究
与资源管理中心。

揭牌仪式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理事会成立
会议召开。经理事会讨论，上海
市副市长陈群当选第一届理事
会理事长，并作为理事长主持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
首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理事
会由联合国成员国代表、中国教
育部代表、上海市教委代表和国
内外教育专家等组成。理事会
任命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筹
建负责人张民选为教师教育中
心主任，还审议通过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章程、四
年行动计划等文件。

据新华社电

近日，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通知》，就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指出，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

中心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部
署，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充
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解
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密
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
实在办实事、开新局上取得明显
成效。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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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史馆在华东师范大学
前身“大夏大学”实物部分，重
点展示了校友郭大力所译首个
中文全译本《资本论》初版。
1938年，在华东师大前身大夏
大学校友郭大力历经数年的艰
辛努力下，《资本论》首个中文
全译本问世。

在大夏大学期间，郭大力
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尝试翻
译《资本论》。第一次国内革命

的失败，更是让郭大力深感马
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重
要意义，并决心要将马克思的
重要著作《资本论》，完整地译
介给中国人民。

郭大力翻译《资本论》的过

程虽然充满艰辛和苦难——既
有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也有贫
困和疾病的折磨，还有译稿在
日寇炮火中被焚毁的灾祸，但
他排除万难完成了翻译工作。
1938年8月至9月，郭大力、王
亚南翻译的《资本论》首个中文
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资本论》
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终于
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
面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
在上海揭牌成立

华东师大新校史馆建成对外开放

《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展出

为迎接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新校史馆昨天揭开面纱。新
校史馆通过图文、视频、实物、互动等多种方式，全面生动展现华东师范大学70年
的建校历史和142年的办学历程，一批重磅展品将随之对外展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市民观展。
受访者供图

新校史馆“光华大学”实物
部分，重点展示了《王省三先生
暨费佩翠夫人昭德之碑》。这
块碑石是华东师大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校史石碑文物。

这块石碑在华东师大前
身光华大学建校五周年之际，
即 1930 年 6 月 3 日校庆日竖
立。石碑系表彰外交家王省
三夫妇捐赠沪西家族田地作
为校园用地而立。

该碑原竖立在光华大学
大西路校园（今东华大学）内
的碑亭内。1937 年“淞沪抗
战”爆发，光华大学遭遇日军
毁灭性轰炸，碑亭、碑座以及
校园建筑被炸，石碑也由此下

落不明。一直到2019年 5月
24日，华东师范大学校友郭廷
芳、张束夫妇向学校捐赠此
碑。原来，碑身意外在豫园附
近的民宅花圃重现世间。

记者了解到，石碑不仅颂
扬了王省三先生捐地办学的
爱国义举，而且见证了华东师
大前身光华大学创办的历史
过程，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校
史文物。

新校史馆重点展示著名
地理学家胡焕庸的相关事迹：
胡焕庸提出的“胡焕庸线”、胡
焕庸所著《淮河的改造》以及
胡焕庸教授生前的影像资料
等。而浦东机场选址、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青草沙水库
等科研档案也将现身校史馆。

此外，新校史馆还讲述

了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历程。
1951年7月12日，华东教育
部正式报请中央教育部审批
成立华东师范大学。7月18

日，华东教育部分赴大夏大学
和光华大学，向两校师生宣
布：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
准，以私立大夏大学以及光华
大学文、理科为基础，加上复
旦大学教育系、同济大学动物
系和植物系、沪江大学音乐系
及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合并成
立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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