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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
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
重要法宝

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统筹
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扩大
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
促进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开放 赢得战略主动
——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必然要求”⑤

人民观点

中欧班列“跑”出新纪录！今年7
月，中欧班列本年累计开行数破万
列，较去年提前19天，呈现量质齐升
的良好态势。从加强口岸建设，提升
通关效率，到推动公铁、海铁等多式
联运，降低物流成本，再到促进规则
标准衔接，拓展运输服务网络，多年
来，中欧班列不仅让越来越多的“中
国好货”以更快速度、更低运费走出
国门，也为八方客商进入中国市场开
辟贸易新通道。满载发展机遇的“黄
金列车”，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一个缩影，成为坚定践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写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六个必然
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
求”。这一判断彰显全球眼光、大国
担当。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必须坚
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
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
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
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
法宝。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为我
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
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
备第一大国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说，
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
潮，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
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从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到“深化外
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再到“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机制”，继续破除阻碍对外开放的
体制机制障碍，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
间，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
新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
进世界各国现代化。推动建设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从门类齐全的“世界
工厂”成为商机无限的“世界市场”；
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巩固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入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人类命运
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赢得广泛共
鸣，全人类共同价值收获普遍共识
……新时代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
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
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
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
流。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中国，也
造福世界。事实充分印证，改革开放
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
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外
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
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
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
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
各国共享的百花园。”面对逆全球化、
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中国坚定不
移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谋共赢，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发展

提供更多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发展，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
展方式、国际竞争范式和世界政治经
济格局走势，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
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
增多的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就要把《决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着力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效增
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
动效应，我们才能以开放的主动赢得
发展的主动、竞争的主动。

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
界会更好。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
值，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
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统筹把握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
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定
能写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
篇，为世界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未觉
三夏尽，时序已新秋。虽然热浪未歇，
暑气蒸腾，但秋的脚步已至门庭。

秋来无声，秋韵有形，不经意间，
拂面的清风带着丝丝凉意，繁荫浓绿
染上了点点金黄，声声蝉鸣诉说着未
尽的喧嚣，提醒人们夏天的热烈即将
完结，秋天的画卷徐徐铺展，收获的季
节就要到了。

立秋尚未秋，防暑不可休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

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公历
每年 8 月 7 日至 9 日，太阳到达黄经
135度时，进入立秋时节。今年8月7
日为立秋日，“立”，有开始之意，“秋”，
意为禾谷成熟，立秋之后，暑热寒凉交
替，阴阳互转，自然界万物随着阳气的
下沉而收敛，从繁茂趋向成熟。

“烦暑郁未退，凉飙潜已起。”立秋
预示着暑去凉来、秋天将至，但这只是
天文学意义上的秋天来临，并非气象
学上的入秋。气象学上认为，一般某
地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
氏度以下，就算是入秋了。而立秋尚
处于“三伏天”期间，此时我国大多数
地区的气温仍然较高，人称“秋老虎”，
所以有人说，立秋只是一种“立意”，要
过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进入秋季，正所
谓“秋已立，暑难消”。

“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
收。”对庄稼人来说，立秋意味着丰收
在望。立秋前后，由于大部分地区气
温较高，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从南方
到北方，中稻开花结实，大豆结荚，玉
米抽雄吐丝，棉花结铃，甘薯迅速膨
大，各种春播、夏播作物逐渐进入成熟
阶段。

立秋还是许多作物播种的好时
机。“立秋栽晚谷”，晚稻可以移栽到田
里了；“头伏芝麻二伏豆，晚粟种到立
秋后”，晚季小米在立秋之后还可以播

种；绿豆、大白菜、大葱、芋头等作物也
可以赶在立秋前后抢种。

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
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立秋时
节，早晚的风开始带着几分凉意；因昼
夜温差变大，清晨开始有白茫茫的雾
气产生；树上的寒蝉鸣叫不停，好像在
宣告着暑气的消退。立秋后，虽然暑
热一时难消，但是大自然已悄然发生
变化，一些地区逐渐进入中午热、早晚
凉的阶段。每下一次雨凉，凉意便会
更添一分，于是有了“一场秋雨一场
寒”的说法。

“立秋是由热转凉的交接节气，是
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盛逐渐转变
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代谢出现阳
消阴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养生以
养收为原则，贵在滋阴敛阳。”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肝病科副主
任医师李晓玲介绍，立秋时节不仅延
续了夏天的“热”，而且兼具秋天的

“燥”，因此既要注意防暑，也要学会润
燥养肺。

贴秋膘尚早，润肺去秋燥
立秋不仅是重要的节气，还是我

国重要的岁时节日。立秋与立春、立
夏、立冬并称“四立”，是古时“四时八
节”之一。

立春时有“咬春”，立秋时便有“啃
秋”。许多地方讲究在立秋这一天吃
西瓜或香瓜，称为“啃秋”。清朝张焘
在《津门杂记·岁时风俗》写道：“立秋
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立秋时
暑热尚未消尽，啃一口西瓜等瓜果，不
仅清凉解暑，心情也会变得愉悦舒
朗。一种说法是，啃秋表达了人们“啃
下酷暑，迎接秋爽”的一种美好祈愿；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立秋前后吃西瓜

“啃秋”，可以不生秋痱子。“不过，民间
有‘秋瓜坏肚’的说法，立秋以后，应逐
渐减少西瓜等瓜果的食用量，尤其是
脾胃虚弱的人，以免吃坏肚子。”李晓
玲介绍，立秋后人体阳气逐渐收敛，而
西瓜、甜瓜、黄瓜等瓜果性味多偏寒
湿，如果食用过量，容易损伤脾阳，引
发胃肠道疾病。

立秋这天，民间流行以悬秤称人，
将体重与立夏时所称之数对比，以验
夏中之肥瘦。在炎热的夏天，人们往
往胃口不佳，饭食清淡简单，一段时间
下来，体重容易下降。立秋后，天气逐
渐转凉，人们通过吃肉的方式来弥补
夏天身体的亏损，谓之“贴秋膘”。清
代《京都风俗志》记载：“立秋日，人家
亦有丰食者，谓之‘贴秋膘’”。

“从中医养生角度来看，立秋‘贴
秋膘’为时过早。”李晓玲说，立秋时天
气依然炎热，暑热之邪容易耗伤正气，
导致人体的胃肠功能较弱，此时进食
太多肉类反而会增加胃肠道负担，导
致胃肠功能紊乱。

“《黄帝内经》指出，‘肺主秋……
肺收敛，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
泻之。’因此，立秋饮食应遵循‘减辛增
酸’的原则。”李晓玲介绍，酸性食物能
收敛肺气，辛味会发散肺气，因此要适
当多吃酸性食物，如山楂、橄榄、葡萄、
苹果、柚子、石榴等，少吃辛味食物，如
葱、姜、蒜、韭菜、辣椒等，保护肺气。
同时，秋季燥邪当令，立秋之时，盛夏
余热尚未散尽，属于“温燥”，容易耗伤
津液，建议通过饮食来滋阴润肺，生津
润燥。可适当食用百合、莲藕、银耳等
食物，以益胃生津，以升阴气，以养华
盖之肺。此外，一些煎炸类食物，刺激
性强、辛辣、燥热的食物等，都应尽量
少吃，以防加重燥邪伤肺、引起呼吸系
统疾病，避免湿热之气在体内蓄积。

晒秋庆丰收，早睡防秋乏
立秋前后，随着瓜果菜蔬渐渐成

熟，农人也陆续开始晾晒应季成熟的
作物，人称“晒秋”。其实，晒秋并不只
在立秋，从农历六月六便开始了，立秋
之后渐入高潮。

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山区，
由于地势复杂，村庄平地极少，农民们
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晒
或挂晒果物菜蔬，久而久之演变成一
种传统农俗。每年立秋时，这些地区
还会举行“晒秋节”。晒秋节上，金黄
的玉米、红艳的辣椒、绿色的油茶果
……五彩斑斓的果实在阳光下光彩照

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在江西
婺源的篁岭古村，晒秋已经成了农家
喜庆丰收的“盛典”，“篁岭晒秋”被称
为“最美中国符号”之一。把辛勤耕耘
的成果展现在天地间，与每一个过往
的人分享丰收的喜悦，这是属于农人
的幸福，也是这金色季节里最美的风
景线。

“立秋处于三伏天内，又正值夏秋
交接之际，人体阳气浮于外，体内属虚
寒状态，空调、冷饮等寒湿邪气容易侵
袭人体，使人出现感冒、腹泻、腹痛等
不适。”李晓玲介绍，此时可艾灸风池、
大椎穴位以预防感冒，艾灸天枢、足三
里穴位以调理肠胃。偏阳虚、寒湿体
质的人群，更应借助三伏天的阳气，通
过艾灸养阳除湿，增强体质。

立秋末伏过后，人们常会感觉到
困倦疲惫、精神不振，这被称为“秋
乏”。李晓玲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
现象，夏季温度高、湿度大，人体出汗
多，消耗较大，容易睡眠不足。到了秋
凉时期，人体进入补养和休整的阶段，
容易感到疲乏。此时，应注意早睡早
起，《黄帝内经》中说，秋季应“早卧早
起，与鸡俱兴”，进入立秋后，夜渐长昼
日短，应增加晚上的睡眠时间。早睡
可以养阴气，收敛阳气，早起可以调畅
肺气，符合秋季滋阴养肺的养生之
道。同时，也可以通过运动增强身体
的适应能力，顺应气候的变化。

立秋后天气逐渐凉爽，是运动锻
炼的大好时机。李晓玲介绍，人们可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
运动量应由小到大、循序渐进，锻炼后
以感到舒适为宜，可以选择太极拳、瑜
伽、八段锦、五禽戏等方式；不建议选
择运动量大的运动，避免运动后出汗
过多，使邪气趁虚而入。老年人、体质
虚弱者更要注意运动适度。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夏暑
渐行渐远，天地日渐广袤，我们曾在春
天播种的希望，将在秋日结出丰硕的
果实。让我们带着对丰收的期盼，一
起迎接金色的秋天吧。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立秋：凉风有信,滋阴润燥
王美华

卫生与健康

（上接第一版A）日常巡护、动物保护、
资源监测正变得更“智慧”……

践行“传承优先”，在合理利用中推
动守正创新。敦煌研究院建成“数字敦
煌”资源库平台，并将30个典型洞窟的
高清数据在互联网平台向全球共享，经
典洞窟、壁画可随时在线观赏；大熊猫
国家公园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唐家河片
区，不断加强科普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涵盖观鸟、观兽、观虫等多种形式
的自然教育课程体系，并为周边社区群
众提供公益自然教育服务……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文化
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
就，全社会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意识

显著提升，千年文脉赓续绵延，灿烂文
明生生不息。从大运河到良渚古城，
从可可西里到梵净山……承载着中华
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瑰
宝，愈发光彩夺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
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
文化公园”“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
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
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
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
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是我们的责
任和使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此次
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
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持续加强文
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加强文化
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用实际
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历史发其源，文化铸其魂。文化
和自然遗产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
基因，隐藏着“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
发展密码。“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
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第一站就
来到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武夷山，
观苍崖碧涧，眺层峦叠翠，研朱子理
学，感慨而言。

文化和自然遗产，不仅属于我们，
也属于子孙后代。新征程上，持续加
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
作，守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我们
将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上接第一版B）
在川藏、青藏公路沿线，这样的民

族团结故事比比皆是。
海拔 5231 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

公路最高点。有“天下第一道班”之称
的国道 109 道班，因青藏公路而生，与
青藏公路相守。70 年来，一代代道班
工人接力驻守云端，用生命守护天路，
用善举帮助路人，唱响大爱之歌。

近年来，青藏公路上进藏旅游、探
险的人日益增多，有些人在翻山越岭到
达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垭口时精疲
力竭，出现不适状况。

109养护保通点设立的服务区，便
成为唐古拉山上的“爱心驿站”。服务
区提供的免费炉火、开水、氧气、方便
面，抗高原反应的葡萄糖、药品，以及临
时住宿的床铺等，虽然条件简陋，却能
为遇到困难的过往司乘人员迅速补充
体力、缓解高反。

这里家一样的温暖抚慰了无数旅
人的身心。在 109 养护保通点会议室
的墙上，挂满了各地人们送来的、寄来
的锦旗，以及道班荣获的各种荣誉奖
牌。对109养护保通点的职工来说，这
些是对他们奉献、服务过往行人的最高
褒奖。

传承精神，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青藏高原多崇山峻岭，道路艰险。

“路修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
里！”

在筑路的过程中，川、青、藏省区群
众积极参与。来自四川甘孜州的6000

头牦牛成为第一批支援物资，17000名
藏族同胞为川藏公路建设挥洒了青春
与热血。回望艰辛的修建过程，有人感
慨：没有民族团结，就不可能有“两路”
建成通车。

走过 70 年岁月，传承弘扬“两路”
精神，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故事不断
书写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四川省甘孜县的邮车驾驶员其美
多吉 30 多年如一日，在平均海拔 3500
米的雪线邮路上奔波，将来自党中央的
声音、祖国四面八方的邮件送往雪域的
各个角落。“每一个民族的命运都和祖
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要共同经营好我们
团结、稳定、和谐的家园。”这位康巴汉
子用行动表达了他淳朴的心声。

昔日川藏、青藏公路被藏族人民称
作“幸福的金桥”“吉祥的彩虹”，如今众
多“金桥”“彩虹”如格桑花般扎根、绽
放。一条条进藏“天路”，为西藏增添了
人气和经济活力。目前，西藏公路通车
里程达12.33万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
1196 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 9.3
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行政村公路
通达率均为 100%。因路而兴、因路而
富、因路而美，道路沿线大批昔日贫困
山村村民过上了幸福新生活。

今天的西藏，公路高等级化、铁路
网络化、民航互联化、邮政普遍化进程
加速，一张巨大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运
输网将 360 多万各族人民与祖国大家
庭各兄弟民族紧密相连，一起走上共同
富裕的康庄大道。

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团结线上情谊长

在房屋租赁实践中，常出现承租方
因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出租方
不同意解除，由此陷入合同僵局的情
形，此情况下造成的相关损失由谁承
担？

案情简介
2022 年 6 月 10 日，章某与汤某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章某承
租汤某所有的房屋一栋，用于经营餐
馆。租期自2022年6月10日至2025年
6 月 9 日，租金 1 万元/月，章某应于合
同签订当日支付半年的租金，此后租金
每半年支付一次。双方任何一方违约，
均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额的20%作为
违约金。当日，章某依约向汤某支付了
2022年6月10日至2022年12月9日的
房屋租金6万元。2022年9月底，章某
因餐馆经营不善，与汤某沟通提前退租
事宜，但双方未协商一致。章某于
2022年11月告知汤某已将房屋清空并
搬离，此后章某也未再支付房租。

现汤某将章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于 2023 年 4 月 9
日解除，章某向汤某支付2022年12月
9日至2023年4月9日的租金4万元及
违约金7.2万元。

章某辩称，其提前三个月就与汤某
协商退租事宜，且于2022年10月即搬
离房屋，剩余三个月房租也没要，其已
经承担了相应责任，汤某放任损失扩
大，不应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且违
约金约定过高。

法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涉案合

同应否解除及何时解除？二是章某应
否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合同系双方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
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
各自的义务。

关于合同解除。涉案租赁合同约
定的租期为三年，章某已实际缴纳租金
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此后未再缴纳租
金。章某曾明确表示不再租赁涉案房
屋，并就合同解除事宜与汤某进行过多
次沟通，但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
搁置。2022 年 11 月 5 日，章某向汤某
发送微信表示“房屋已清空，剩下几个
月的房租也不要了”，汤某回复“随
你”。据此，可以认定双方已无法达成
继续履行涉案租赁合同的合意，且该类
合同的义务难以强制履行，在事实上已
经形成合同僵局。若不解除合同，一方

面将使承租方在不使用房屋的情况下
承担租金损失，另一方面承租方支付租
金能力受到限制将不利于出租方债权
的实现。故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
的规定及公平原则，涉案房屋租赁合同
应予解除。章某实际缴纳房屋租金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并提前告知汤某退
房事宜，表示剩余房租不要了。从章某
提交的照片来看，涉案房屋已基本恢复
至租赁前的状态，结合汤某提交的证据
及收房情况来看，亦可以看出自 2022
年12月之后双方并不存在实际履约的
事实，故本院综合在案证据及案件实际
情况，认定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为
2022年12月9日。汤某在明知章某不
再继续承租使用涉案房屋的情况下，未
能及时收回房屋导致房屋空置损失，其
主张章某支付 2022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3年4月9日期间的房屋租金，缺少
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章某提前解除合同，
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但汤某主张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违约
金即7.2万元，明显高于其实际损失，章
某对此提出异议，故法院依法予以调
整。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兼顾双方利
益的公平原则，法院酌定以4个月的房
屋租金作为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对超出
部分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涉案合同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解除，章某应向汤某
支付违约金4万元。判决作出后，双方
均未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房屋租赁合同僵局，是指合同履行

期限尚未届满，合同双方对于合同是否
按照约定继续履行下去产生了较大争
议，致使房屋租赁合同继续履行基础完
全丧失或者几近丧失的境地。合同陷
入僵局后，往往给守约方造成一定损
失，关于损失如何承担的问题：一方面
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可以
约定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
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
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
金低于或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
请求予以增加或适当减少。另一方面
守约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
大，否则将自行承担扩大的损失。因
此，破解合同僵局之道在于双方均应本
着诚信原则及时止损。在发生争议后，
当事人应当秉持协商理念，主动沟通化
解矛盾，违约方积极承担违约责任，守
约方可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解除合同，
索要违约金及相应损失，同时采取适当
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以尽快走出
合同僵局，保障双方的权利义务。

(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租房合同陷僵局，
相关损失谁来担？

以 案 普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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