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一：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2025 年 5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考研政治徐涛

。

考点 1 中拉不断书写着命运与共的佳话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虽然相距遥远，但双方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 16 世纪，一

艘艘满载友谊的“中国之船”穿梭于太平洋两岸，开启了中拉交往交流的序章。上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新中国同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建交，中拉交流合作渐趋紧密。新世纪以来，

特别是近些年来，中拉不断书写着命运与共的佳话。

我们携手并肩、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拉美和加勒比建交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

支持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拉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外部干涉。

我们勇立潮头、合作共赢。中拉双方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推动贸易、投资、金融、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我们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中拉双方积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合作，携手应对飓风、地震

等自然灾害。

我们团结协作、勇于担当。中拉双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事实证明，中拉已经成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其鲜明底色是平等相待，强大动力是

互利共赢，胸怀品格是开放包容，根本追求是造福人民，具有蓬勃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考点 2 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多重风险交织叠加，各国唯有团结协作，才能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霸凌霸道只会孤立自身。中国同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是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发展振兴是我们的

天然权利，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追求。面对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暗流涌动，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逆流滋长，中方愿同拉方携手启动五大工程，共谋发展振兴，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一是团结工程。中方愿同拉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双

方要密切各领域交往，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二是发展工程。中方愿同拉方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

三是文明工程。中方愿同拉方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

文明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四是和平工程。中方愿同拉方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支持《宣布拉美和加勒比为和平

区的公告》和《拉美和加勒比 33 国关于建立无核区的声明》，加强灾害治理、网络安全、

反恐、反腐败、禁毒、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合作，努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五是民心工程。未来 3 年，中方将向拉共体成员国提供 3500 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 万

个来华培训名额、500 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300 个减贫技术人才培训名额、1000 个

“汉语桥”项目来华团组名额，实施 300 个“小而美”民生项目，积极推动鲁班工坊等职业

教育合作项目，支持拉共体成员国开展中文教育。



时政习题

【单选题】

2025年 5月 13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主席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拉方携手启动团结、发展、文明、

和平、民心五大工程，共谋发展振兴，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中拉已经成为携手

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其鲜明底色是

A.平等相待

B.互利共赢

C.开放包容

D.造福人民

答案：A

干扰选项：

选项 B，属于“强大动力”。因此，排除。

选项 C，属于“胸怀品格”。因此，排除。

选项 D，属于“根本追求”。因此，排除。



专题二：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考研政治徐涛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教育发展与变革：智能时代”为主题。中外政府官员、相

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大中小学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 600 余人参加开幕式。

考点 1 现代数字教育体系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各类型各层

次人才竞相涌现。中国正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将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具智慧、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数字教育体系，更好

发挥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考点 2 四个携手的举措

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融入教育，要把握智能时代教育发展脉搏，深化

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加快落实《全球数字契约》，推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是携手构建高水平数字教育国际开放合作体系，加强各国数字教育战略和政策沟通，

推动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交流合作，持续扩大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成员规模，加快形成数

字教育国际合作新格局。

二是携手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转型变革，完善开源开放、协同创新的研发生态，加

强数字教育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共同开发教育领域专用大模型，推出更多满足不同需求的数

字教育服务和产品。

三是携手推动数字教育成果普惠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数字教育可

及性，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教育数字化，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持，弥合数字教育发展差距。

四是携手夯实数字教育伦理安全保障，坚持科技向善，加强数字教育治理，强化智能

教育产品、工具、服务监管，确保数字教育规范有序发展。



时政习题

【多选题】

2025 年 5 月 14 日，全球教育领域瞩目的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湖北武汉东湖国际

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融入教育，要把握智能时代教育

发展脉搏，深化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加快落实《全球数字契约》，推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要

A.携手构建高水平数字教育国际开放合作体系

B.携手夯实数字教育伦理安全保障

C.携手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转型变革

D.携手推动数字教育成果普惠共享

答案：ABCD



专题三：2025 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

——@考研政治徐涛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 4届。本届峰会主题为“拥抱数

智时代，携手共同发展”，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负责人以

及中外企业代表 800 余人参会。

考点 1 积极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变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产业

新技术广泛应用，正在改变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蕴含巨大发展机遇和广阔前景。在数智时

代加速到来的今天，我们要携手同行，积极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变革，促进共同发展。

第一，要共同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拓展数智技术创新应用的广度和深

度，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更强动力。

第二，要共同推动数智时代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坚持公平普惠，努力弥合数字鸿

沟、智能鸿沟，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创造更好条件。

第三，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通过数智技术赋能，促进上下游企业

更好协同发展，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



时政习题

【单选题】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 2025 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于 5 月 22 日在北京举行。来自约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 余名中外嘉宾通过对话交流，共谋合作、共话发展。本次峰会的主

题是

A.互信与合作：变局中的选择

B.拥抱数智时代，携手共同发展

C.坚定信心合作共赢，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D.汇聚工商力量，共促开放发展

答案：B

干扰选项：

选项 ACD，均不符合题意。因此，排除。



专题四：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考研政治徐涛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于 2025 年 5 月 23 日在京召开。大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

示。

考点 1 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

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全民族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人

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

象新作为。

一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广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加

强公民道德建设，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四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化改革创新，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

设长效机制。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时政习题

【多选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全

民族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

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要

A.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B.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C.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

D.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答案：ABCD



专题五：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

——@考研政治徐涛

当地时间 2025 年 5 月 27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吉隆坡出席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

会议以“共创机遇 共享繁荣”为主题。

考点 1 努力打造当今时代全球合作发展的典范

中国、东盟、海合会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三方通过更为紧密的联接和合作，能够

造就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圈和增长极，对于各自经济繁荣和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各方应当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不断丰富三方合作内涵，努力打造当今时代全

球合作发展的典范。

一是打造跨区域开放的典范。把三方构建成一个资源、技术、人才等更加高效流通，贸

易、投资等更加自由便利的共享大市场。

二是打造跨发展阶段合作的典范。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深化三方发展战略对

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密切产业协作。

三是打造跨文明融合的典范。推进三方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互信基础，践

行全球文明倡议，凝聚更多和平发展的共识和力量。



时政习题

【多选题】

当地时间 2025 年 5 月 27 日，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中

国、东盟、海合会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到如今的“一带一路”，三

方的交流合作穿越了千年。各方应当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不断丰富三方合作内涵，努

力打造当今时代全球合作发展的典范，具体做到

A.打造跨文明融合的典范

B.打造跨区域开放的典范

C.打造跨发展阶段合作的典范

D.打造跨空间同盟的典范

答案：ABC

干扰选项：

选项 D，我国坚持“不结盟”的外交理念。因此，排除。



专题六：天问二号

——@考研政治徐涛

2025 年 5 月 29 日 1时 31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 Y110 运载火箭，

成功将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探测器发射升空，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

考点 1 主要任务目标

天问二号主要任务目标是对小行星 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此后再对主带

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其间共包含 13 个飞行阶段，计划最远到达距离地球约 1.5 亿至 5

亿公里处，我国深空探测迈出新一步。

考点 2 与天问一号任务相比，天问二号任务难在哪

作为中国首次实施的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通过一次任务实现了火星“绕、着、巡”

探测。而天问二号探测目标不同，涉及技术难点也不同。

首先，天问二号要实现弱引力条件下的采样。根据目前观测数据判断，小行星 2016HO3

平均直径约 41 米，几乎处于零重力环境，同时处于高速自转状态，探测器需在有限时间内

完成稳定附着及采样，任务难度巨大。

其次，天问二号任务距离跨度大。小行星 2016HO3 距离地球约 1800 万至 4600 万公里，

主带彗星 311P 距离地球约 1.5 亿至 5亿公里，因此通信存在较长延迟。距离地球远、多目

标探测、任务周期长，对轨道设计、能源管理、智能控制以及工作状态的长寿命、高可靠等

方面都提出较高要求。

此外，探测目标天体特性存在不确定性。根据现有观测数据，对于小行星 2016HO3 的

自转速度、表面状态等具体情况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时政习题

【单选题】

2025 年 5 月 29 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本次探测任务

A.开启了我国太空站建设的序幕

B.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C.开启了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

D.开启了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

答案：C

干扰选项：

选项 A，神舟系列搭配我国空间站建设。因此，排除。

选项 B，嫦娥系列搭配我国月球探测计划。因此，排除。

选项 D，北斗系列搭配我国卫星导航建设。因此，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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