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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5 月 7 日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
迪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刚果（金）是中国在非
洲的重要合作伙伴，相互支持、相互信任
是两国优良传统。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刚关系， 支持
刚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 愿同刚方加强政治交往和治国理政
交流。刚方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

中刚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开辟了新前景。
中方愿同刚方共同规划下一步合作，加
强经贸、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农业、文化
等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中刚关系迈上新
台阶。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非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贸易
投资等领域合作势头强劲， 国际事务协
作更加紧密。 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
始终是中方坚定的战略选择。 中方支持

刚果（金）履职非盟轮值主席，愿同刚方
加强沟通和协调， 开好新一届中非合作
论坛会议，深化中非在自由贸易区建设、
公共卫生、和平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合
作， 共同开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新局面 。 中方支持非洲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国际社会
形成支持非洲发展的合力。

齐塞克迪表示，我谨代表刚果（金）
和非盟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表示

热烈祝贺。刚中友谊深厚，刚方坚持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坚定致力于刚中友好，成
为中方在非洲重要合作伙伴。 刚方愿同
中方密切交往，深化经贸、资源、基础设
施等领域合作。 感谢中方为非洲国家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物资、疫苗等援助，
非方希望同中方就抗击疫情、恢复经济、
环境保护、 自由贸易区建设等领域加强
合作， 推动非中关系和非中合作论坛取
得新发展。

习近平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5 月 7 日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塞建交 50 周
年。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 中塞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支持， 在面对埃
博拉、 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的紧急关头
总是坚定站在一起。 双方始终保持着高
水平政治互信，是好兄弟、好朋友。 中国

援塞医疗队、专家组、抗疫物资和疫苗为
塞疫情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方愿同
塞方加强抗疫合作， 为塞方抗击疫情提
供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强调，2021 年对中塞两国两
党以及两国关系都是重要年份。 双方要
一起办好两国建交 50 周年庆祝活动，发
扬光大传统友好，拓展互利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 中方将继续为塞实现国家经济
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双方要加强团
结合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
平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
愿同塞方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对
接，落实好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比奥表示 ， 我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塞中建交 50 周年表示热烈
祝贺。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在摆脱贫困、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突出重大成
就，不仅使中国更加强盛，也为世界和平

安全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感谢中
方为塞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抗击疫情提
供的实实在在的帮助， 中国是塞拉利昂
和非洲人民真正的、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塞
方愿同中方深化塞中友好关系， 加强教
育、卫生、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推进中
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

习近平同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5 月 7 日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通电话。

习近平对巴赫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表示祝贺，表示在巴赫主席领导下，国际
奥委会团结各方力量， 推动奥林匹克运
动蓬勃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
际奥委会做了不少工作， 为全球团结抗
疫提供了正能量。 疫情对奥运会等体育
盛会造成很大影响。 中方愿继续配合国
际奥委会，支持举办东京奥运会。中方愿
同国际奥委会加强疫苗合作， 共同构建
保护运动员安全参赛的有效屏障。

习近平强调， 中方正在围绕如期举
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目标，稳步推进
各项筹办工作。目前，所有竞赛场馆全部
完工，赛事组织和场馆运行有序开展，赛
会服务保障工作加快推进， 宣传推广和
文化活动有序推进。 中方举办了雪上项
目、冰上项目测试活动，对办赛涉及的关
键要素进行了有效检验。 中方将组织好
下半年各项测试赛，为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强调，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是世界各国的盛会， 是全球运动员公平
竞技的舞台。 感谢国际奥委会为北京冬
奥会、 冬残奥会筹办提供积极支持和指
导。中方对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成
功举行充满信心， 愿同国际奥委会和国
际社会一道，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成为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巴赫表示， 祝贺中国各领域发展取
得骄傲的成就， 特别是中国率先成功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率先恢复经济增长，为
全球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引
领作用。 国际奥委会高度重视同中方的
良好合作，愿同中方加强疫苗合作。当前
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处于重要阶段。 国
际奥委会坚守《奥林匹克宪章》，反对将
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 愿同中方继续密
切合作， 全力支持中方如期举办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 相信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将向世界展现抗击疫情的榜样力
量，推动世界冰雪运动发展，为奥林匹克
运动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陈延年：面向屠刀 决不跪下
“为了国家奉献自己，不分年龄大小。

这是先辈陈延年给我最深的体悟。 ”近日，
青年演员张晚意在社交媒体分享了在影
视剧《觉醒年代》中扮演陈延年的感受。 这
部讲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电视剧，用
丰富而又细腻的叙事方式， 还原时代风
骨，尤其在青年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令“90 后”张晚意震撼的是，陈延年
作为那个年代的 “90 后”， 虽身处于黑
暗， 却心中始终充满光明，“他被国民党
反动派杀害时年仅 29 岁， 却从未畏惧，
是一位有激情的热血青年”。

陈延年又名遐延，陈独秀长子，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 卓越领导人
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898 年生于
安徽怀宁，1915 年考入上海法语学校专
攻法文，1917 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

1919 年 12 月 ，21 岁的陈延年赴法
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通过自己的
亲身经历和学习， 摒弃了原先信仰的无
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与赵
世炎、 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
织———中国少年共产党， 任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 ，负责 《少年 》月刊编辑工作 。
1922 年秋 ，他加入法国共产党 ，不久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 年夏 ，陈延年回国 ，于秋天被
派赴广州工作， 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驻粤特派员、 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
组织部部长。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共广
东区委书记。他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
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建立党课制度，着力
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到
1927 年 3 月 ， 广东党组织已拥有 9000
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
织机构最健全， 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
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1925 年 6 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
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陈延年不仅是热血青年，更是革命烈
士，是党的忠诚战士。1927年春，陈延年赴
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时，被任命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当
即转赴上海，途中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 1927年 6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
区委， 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
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在白色恐怖笼
罩下的上海， 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
险，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
积极开展斗争。 6月 26 日，陈延年遭国民
党军警逮捕。 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
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
得体无完肤。 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
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1927 年 7 月 4 日晚，陈延年被国民
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 刽子手喝令他跪
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
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几个执
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
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 这一刀未砍着颈
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 最后，他竟
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

英烈功勋彪炳史册， 烈士精神烛照
未来。在陈延年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近
些年当地深入挖掘红色故事， 举办陈延
年陈乔年革命事迹展、 红色宣讲等系列
活动，多形式展现革命先辈“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对革命先烈最好的致敬 ，就是赓
续他们的精神。 唯有在新征程上奋力前
行 ， 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
业。 ”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专
家方庆寨说。 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新华社合肥 5 月 7 日电）

·数风流人物

陈潭秋：“特殊”的中共七大中央委员
初夏时节，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

策楼镇陈策楼村，屹立于苍松翠柏间的陈
潭秋铜像， 展现着神采奕奕的革命家风
采。 铜像前一束束鲜花，寄托着人们对这
位中共一大代表、 党的创始人之一、“特
殊”的中共七大中央委员的崇敬之情。

陈潭秋，1896 年生， 在这个大别山
脚下的小山村，他度过了童年、少年。 青
年时代， 他离开家乡到武汉求学，1916
年进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学
习，后与董必武等人筹办武汉中学，任英
文教员。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所学校团结
了一批进步教员，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

1920 年秋，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在武
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 年 7 月出
席党的一大。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安
源地委委员、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长、湖
北区委组织部主任、江西省委书记、满洲
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福建省委书
记、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等职，领导各地
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
的事业四处奔波。

红军长征后， 陈潭秋留中央苏区坚
持游击战争， 任中共江西分局组织部部
长，1935 年 8 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 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
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 行止不定的
人。”陈潭秋在一封家书中表达了对母亲
的深深歉意：“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
听闻……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如
果早几年免受诸多苦难啊！ ”

“他就是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英雄人
物，心中永远装着贫困百姓。虽是书生出

身，但依然敢于持枪上火线。 ”陈潭秋故
居纪念馆馆长丁海舟说， 大家看到陈潭
秋的照片多是左侧脸， 因为他的右耳在
游击战中负伤。

1939 年 9 月， 陈潭秋奉命回国，任
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
事处负责人。 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
了灵活巧妙的斗争。 当盛世才公开走上
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 年夏， 党中央同
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 陈
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 并表示：“只
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

1942 年 9 月 17 日，陈潭秋被捕。 敌
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他拒不
屈服。 1943 年 9 月 27 日，陈潭秋被秘密
杀害于狱中，时年 47 岁。

陈潭秋同志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
所知。 直到 1945 年 4 月，党的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 陈潭秋还被推选为中央
委员。代表们没想到，陈潭秋早已为革命
事业而献身。 作为一名“特殊”的七大中
央委员， 陈潭秋虽无缘见证中共七大召
开的盛况，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但他的
革命精神仍在代代相传。

近些年， 陈策楼村党支部带领村民
大力开展兴村富民， 全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突破 50 万元， 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16000 元。在扶贫攻坚战中，陈策楼村 78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陈潭秋毕生为之奋
斗的梦想已经成真， 但共产党人为人民
谋幸福的接力棒仍在相传。”陈策楼村党
支部书记陈文胜说。

新华社记者 徐海波
（据新华社武汉 5 月 7 日电）

宝塔山的见证
———探寻中国共产党的延安岁月

13 年，只是岁月长河中的一瞬。
13 年，却书写光照千秋的诗篇。
从 1935 年 10 月落脚陕北时， 中央

红军仅剩 7000 余人， 到 1948 年 3 月党
中央离开时，人民军队兵力已达 280 万，
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

百炼成钢，终成脊梁。 沧海横流，砥
柱巍然。

奥秘究竟何在？
在革命圣地延安， 我们从黄土高原

的山梁沟峁间， 从流淌过岁月的旧址文
物间，从革命老区的干部群众间，寻找到
历史的答案。

旗帜高擎 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之路

清晨的阳光，洒照在宝塔山上。于山
顶眺望， 一条条大道伸向远方， 平坦开
阔，车流不息。

“抗战期间， 通往延安之路荆棘密
布，但这里是爱国志士心中的圣地。 ”讲
解员秦莹深情讲述。

“打断骨头连着筋， 扒了皮肉还有
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在彼时奔赴延安的 4 万名青年知识分子
中，有人如此写道。

这是许多人心头的思索：“延安偏居
一隅，何以成为时代的‘灯塔’？ ”

历史的长卷，曾这样作答———
党中央到达陕北时， 中华民族正处

于危亡关头。
一道道严峻考题， 摆在年轻的中国

共产党人面前。
“对共产国际神圣化、对马克思主义

教条化，在当时的延安还很有市场。对这
些问题，党内思想一度很不统一。 ”延安
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张建儒说， 所有考验
都可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究竟要走一
条怎样的道路？

瓦窑堡的窑洞里，凤凰山的油灯下，
延安整风的会场内……一次次讨论热烈
展开，一场场求索艰难进行。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发
表《论持久战》，召开党的七大实现全党
空前团结统一……答案日趋明晰， 迷雾
渐渐散尽。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王志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潮流， 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践相结合， 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大旗，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 “高擎旗
帜，找对道路，便有了天下人心归延安。 ”

时代的奋进，仍在继续作答———
人间四月天，杨家岭迎来又一个清

晨 。 七大礼堂中央 ，“在毛泽东的旗帜
下胜利前进 ”12 个大字历久弥新 ，熠熠
生辉。

毛泽东同志旧居内， 来自四川甘孜
的藏族老党员泽巴，真挚地捧出哈达。

不远处，“小小讲解员” 周丹妮打理
着胸前的红领巾，讲述圣地今昔。

“我是农奴的儿子，党让我们翻身做
了主人。我一辈子想来延安，终于如愿。”
74 岁的老人喃喃自语。

“2019 年 5 月 ，延安的贫困县全部
摘帽。 几代人的梦想，一朝梦圆。 ”13 岁
的少年神情肃然。

一老一少，抚今追昔。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指引

全党将红旗插上天安门。 今天我们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前进，一脉相承中有着历史的铁律。 ”
延安大学教授高尚斌说， 始终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使党不断走向成熟。

人民至上 汇聚万众一心
的磅礴伟力

安塞区高桥镇洛平川村， 张思德烈
士的雕像前，多了几束游客送上的鲜花。

1944 年 9 月 5 日，29 岁的张思德在
这里烧炭时牺牲。 3 天后，在他的追悼会
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
演讲。 1945 年召开的七大上，“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被概括为党的根本宗旨，写
入报告和党章。

“张思德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初心与
赤诚，他是共产党人精神的缩影。 ”中国
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东仓说。

57 岁的高桥镇南沟村村支书张润
生，是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的。

2013 年 ， 延安遭遇百年一遇强降
雨，老家的窑洞塌了一片。 “咱是张思德
牺牲地的人，不能让先人寒心！ ”35 岁就
出门闯荡的他，心一横回了乡。

兴建农业园区、发展乡村旅游、推行
“三变” 改革……为了让群众搬离危房，
这个村民口中的“灰汉”发了火、流了泪。

短短几年，贫困村变身 3A 级景区，一到
周末，车多得停不下。

陕北方言里，“灰汉”的意思是倔汉，
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曾憧憬着走遍大好河山的他， 现在
天天围着村民转。 “游遍世界，不如游历
群众的内心。 ”张润生说。

民心有多大？ 民心里装着兴衰。
春雨一夜， 延安中学内的一排窑洞

更显寂静。 这是抗战期间美军观察组的
驻地。 1944 年至 1945 年，观察组政治顾
问谢伟思在实地考察后，如此评价延安：

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
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 整个地区如
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与重庆相
比是另一世界”。

“军民本是一家人 ，根根叶叶心连
心 ；人说母子亲又亲 ，这比母子要亲
十分 。 ”

当年边区群众秧歌队的一首 《花鼓
词》，将鱼水情深描绘得淋漓尽致。

延安枣园，延园新居。
86 岁的白志福悠闲地泡上热茶。 4

年前， 他告别待了一辈子的侯家沟搬到
这里。三室两厅的新房住着舒适，果园交
给合作社打理。

在侯家沟，有段往事家喻户晓。
1944 年冬天，毛泽东听说侯家沟的

妇女不生孩子， 就找来延安市委书记张
汉武要求查验村里的水质。 “群众疾苦不
是小事！ ”在他的指示下，井水经过处理，
村里又传来新生儿的啼哭。

70 多年后， 侯家沟整村搬进社区，
卫生院、便民所近在咫尺。白志福每月有
数百元养老金和高龄补贴拿，村里 90 岁
的人不少，百岁老人也不稀奇。

“延安当年是‘只见公仆不见官’，和
国统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比鲜明。
心里始终装着百姓， 党得到人民的衷心
拥护，才有了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才
有了今天战胜种种风险挑战。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谭虎娃说。

艰苦奋斗 战胜前进路上
一切艰难险阻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 讲解员李茜
总会提及这组数字———

1941 年， 南泥湾开荒种植 1.12 万
亩，蔬菜完全自给；到 1944 年底，种植面

积达 26 万亩，产粮 3.7 万石，实现“耕二
余一”甚至“耕一余一”。

数字背后，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高
昂士气 ，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伟大
奇迹！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日军重兵进
攻我千里河防， 国民党顽固派构筑 5 道
封锁线， 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
经济封锁。加上连年灾害侵袭，边区遭遇
极度困难。

“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
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
没有被盖……”毛泽东曾说道。

在 1939 年 2 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
会上， 毛泽东尖锐发问：“饿死呢？ 解散
呢？ 还是自己动手？ ”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此展开。
1941 年春 ，北风凛冽 ，三五九旅的

战士高唱 “一把镢头一支枪 ，生产自给
保卫党中央 ”的战歌 ，浩浩荡荡挺进南
泥湾。

没有房子住，用树枝搭草棚；没有鞋
穿，动手编织草鞋；没有工具，就找废铁
自己造……从黎明到黑夜， 从河沟到荒
山，战士们奏响了生产自救的凯歌。

“无论是落脚延安时克服内忧外患，
还是大生产运动中 ‘自己动手、 丰衣足
食’，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是我们党发展
壮大的不竭动力。 ”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副
院长杨晓红说。

百草复绿，又是一年春光。南泥湾人
正接力奋斗：红色旅游、观光农业、创业
基地…… “陕北好江南” 驶入发展快车
道。南泥湾管委会主任李鉴君说，艰苦奋
斗的精气神，从未远离这片土地。

这股精神 ， 涌动在边区群众的血
脉里 。

大生产运动中，杨步浩、赵占魁、郝
树才……一批批劳动模范脱颖而出。

这股韧劲 ， 书写在老区人民的拼
搏里 。

告别绝对贫困后， 延安聚焦绿色发
展，苹果产业更新升级，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 新经济加速崛起……一幅五彩斑斓
的高质量发展图景，正在山峁间铺展。

这股气力 ， 赓续在薪火相传的奋
进里 。

2 月 25 日 ，在人民大会堂获颁 “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当晚，安塞区化
子坪镇党委书记野根利一宿无眠。 夜幕
四合，这位在延安农村最早成功探索“飞
地经济”的基层干部，给儿子写下家书。

信的结尾———
无奋斗，不青春！

新华社记者 孙波 陈晨 张斌
（新华社西安 5 月 7 日电）

让“关键变量”成为“最大增量”
(上接 1 版)

展望“十四五”，在打造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上，我省将坚持
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坚持“四个面向”，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安徽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
科教兴皖战略 、人才强省战略 、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以国家实验室为内核、以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基石、以合
肥滨湖科学城为载体、以合芜蚌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为外延、以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省建设为网络，加快打造“五个一”

创新主平台和 “一室一中心 ”分平台升
级版，系统化构建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
系，建设科技强省、创新安徽。 在打造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上，坚

持把做实做优做强实体经济作为主攻
方向 ，大力实施制造强省 、质量强省战
略， 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保持制造业
比重基本稳定 ，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
化攻坚战，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
争力。

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开幕
(上接 1 版)展出面积 5.2 万平方米，重点展示
国内外领先的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安全生
产和应急救援等方面的技术和产品，三省一
市应急管理厅（局）也集中展现了长三角一
体化应急管理协同发展历程和成果。

博览会由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应急
管理厅 （局 ）联合上海市贸促会共同主办 。

博览会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应急管理协同发
展的八大机制之一， 聚焦 “应急防灾减灾
护航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推进长三角地
区应急管理协同发展和国内外交流合作 ，
提升应急防灾减灾和救援能力 ，营造全社
会关心应急 、支持应急 、参与应急的浓厚
氛围 。

中科大首次实验实现量子信息掩蔽
(上接 1 版)实验结果表明 ，纠缠态
与理论值相比较，保真度达 97.7%。
研究组进一步基于量子信息掩蔽，
实现了三方量子秘密共享，并用来
完成简单图像的安全传输。 结合先
前的实验工作，他们还利用量子信
息掩蔽操作构造出无消相干子空

间，展现了量子信息掩蔽在容错量
子通信上的应用价值。

这一成果展示了量子信息掩
蔽作为一种全新量子信息处理协
议的可行性 ，对保密量子通信的
理论研究和实际应 用 具 有 重 要
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