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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11月 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成立

二十五周年志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

会致贺信。

习 近 平 指 出 ，国 际 竹 藤 组 织 成 立

以 来 ，致 力 于 竹 藤 资 源 保 护 、开 发 与

利用，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推动

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

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携手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推

动 各 国 减 少 塑 料 污 染 ，应 对 气 候 变

化，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

习 近 平 强 调 ，中 国 大 力 推 进 生 态

文明建设，积极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发展理念，愿继续同各方携手努力，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同为子孙

后代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家园。

国 际 竹 藤 组 织 成 立 二 十 五 周 年

志 庆 暨 第 二 届 世 界 竹 藤 大 会 当 日 在

北 京 开 幕 ，主 题 为“ 竹 藤 —— 基 于 自

然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解 决 方 案 ”，由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与 国 际 竹 藤 组 织 共 同

举办。

习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志庆
暨 第 二 届 世 界 竹 藤 大 会 致 贺 信

“路就在脚下，光明就在前方。”在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

美好未来》的重要致辞。习近平主席

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深刻

阐释开放的重要意义，强调要以开放纾

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

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宣示

中国推动各国各方共享机遇的一系列

务实举措，为共同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

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纪疫情阴霾未散，

局部冲突硝烟又起，冷战思维和集团政

治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经济复苏

步履维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人类

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向何处

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

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时代之问。站在历史前进的十

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明确未

来方向，解答时代课题。

历史长河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

汹涌，但总会奔涌向前。尽管国际形势

风云变幻，但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

变，携手合作、共迎挑战的愿望也不会

变，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

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

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冲出迷雾走向光

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

方法是和衷共济。过去两年多来，国际

社会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推动世

界经济复苏发展作出了艰苦努力。困难

和挑战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是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只有准确认识历

史发展规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凝聚更多开放共识，让开放

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才能共

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

一 个 国 家 能 独 自 解 决 。 习 近 平 主 席

指 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

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

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

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

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

越小越好，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

放共享的世界经济，才能推动世界经济

早日走出危机阴影。发展是人类社会

的永恒主题，只有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

国际共识，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

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创普惠平

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

展格局，共创繁荣发展新时代，才能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

前途所在，只有共行天下大道，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各国才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建设更

加繁荣美好世界。

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坚持开

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

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

边，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

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对于解

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挑战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

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

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

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

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

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

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

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世界各

国携手同心、行而不辍，高扬互利共赢

之帆、把稳团结合作之舵，在开放中创

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向着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勇毅前行，

就一定能汇聚起合作共赢的磅礴伟力，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迎来人类

更加美好的明天！

共 创 开 放 繁 荣 的 美 好 未 来
—论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重要致辞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缔 结 条 约 管 理 办 法》（以 下 简 称《办

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

法治化水平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在总

结实践经验和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和优化相关程序，增强可操作性，

明确了重大事项向党中央报告的制度，

细化了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批准和国务院核准条约的范围、条约

适用于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办理程序、条

约的国内法审核以及部分程序的制度

设计等内容，主要有：

一 是 加 强 党 对 缔 约 工 作 的 领 导 。

《办法》规定，条约内容涉及政治、外交、

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重大国家利益

的，应当将条约草案及条约草案涉及的

重大问题按照有关规定报告党中央。

二是完善缔约工作程序。《办法》明

确，外交部在国务院领导下管理缔结条

约的具体事务，指导、督促国务院有关

部 门 依 照 法 定 程 序 办 理 缔 结 条 约 工

作。除宪法、法律和国务院另有授权

外，地方各级政府无权缔结条约。同

时，对条约谈判、签署、报请审核、备案、

登记等环节中各部门的职责作了规定，

特别是明确了相关工作的办理时限等。

三是细化需经批准和核准的条约

范围。《办法》根据立法法、预算法有关

规定，并结合多年缔约工作实践，列举

了 10 类应报请国务院审核并建议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的条约，10 类

应报请国务院核准的条约，细化了相关

程序。

四是增加条约适用于港澳特别行

政区的办理程序。根据港澳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的精神，《办法》对国务院有

关部门办理条约适用于港澳特别行政

区的程序及条约生效后通知特别行政

区政府的程序，特别是对征询特别行

政区政府意见的内容、程序等作了明

确规定。

五是加大从法律角度对条约进行

审查的力度。《办法》规定条约签署前，

国务院有关部门法制机构应当从法律

角度对条约进行审查。对签署后依法

应报请国务院审核的条约，内容与我国

法律、行政法规或我国依据其他条约承

担的国际义务有不一致的，有关部门在

条约签署前应当征求司法部的意见。

对报请国务院审核的条约，由司法部进

行审查，提出法律意见。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 布《缔 结 条 约 管 理 办 法》

11 月 5 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

出席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湿地公约》第

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引发热烈反响。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

湿地保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湿地面积

达到 5635 万公顷，构建了保护制度体

系，出台了《湿地保护法》。中国有很多

城市像武汉一样，同湿地融为一体，生

态宜居。”

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湿地，一只只

天鹅在水面上展翅飞翔；湖南洞庭湖，

候鸟鸣唱，江豚欢跃，麋鹿奔跑；深圳福

田，大片红树林湿地景色宜人，与城市

融为一体……新时代这十年，我国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

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实施湿地保护修复

项目 3400 多个。目前，我国已有 64 处国

际重要湿地、29处国家重要湿地、1021处

省级重要湿地，设立了 901 处国家湿地

公园。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主

题为“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会在“百湖之市”“湿地之城”中国武汉

设线上线下主会场，在《湿地公约》秘书

处总部瑞士日内瓦设线上线下分会场，

将审议通过《2025 后全球湿地保护发展

战略框架》。保护修复湿地，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世界瞩目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湿地保护修复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

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改

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

能，被形容为“地球之肾”。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湿地保护修

复工作，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我国湿地保护修复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

走进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只见数百头麋鹿正在天鹅洲长江

故道的湿地浅滩中觅食、嬉戏。保护区

管护科研科副科长杨涛和同事用望远

镜等设备，对麋鹿群进行着观测。

麋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上世纪 90 年代初，湖北省政府批

准在石首天鹅洲湿地设立麋鹿保护区，

并从北京南海子引入 64 头人工饲养的

麋鹿，进行野化训练，（下转第二版）

保护湿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记者

本报北京 11月 7日电 （记者杜海

涛）海 关 总 署 7 日 发 布 数 据 ，前 10 个

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 34.6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9.5%。其中，出口 19.71 万亿

元，增长 13%；进口 14.91 万亿元，增长

5.2%；贸易顺差 4.8 万亿元，扩大 46.7%。

10 月 当 月 ，我 国 进 出 口 总 值 3.55
万 亿 元 ，增 长 6.9% 。 其 中 ，出 口 2.07
万亿元，增长 7%；进口 1.48 万亿元，增

长 6.8%。

据 海 关 总 署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前

10 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1.25 万亿

元，增长 9.6%，其中，手机 7790.4 亿元，

增 长 8.7% ；汽 车 3091.7 亿 元 ，增 长

72%。“这在展现相关企业强大产品竞

争力的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出口结构的

优化。”

一般贸易进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

前 10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22.09万

亿元，增长 13.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63.8%，比去年同期提升 2.1个百分点。

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地位，前 10 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

值为 5.26 万亿元，增长 15.8%。同期，我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11.23 万亿元，增长 20.9%。

前 10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7.44
万亿元，增长 14.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0.4%，比去年同期提升 2.2 个百分点。

前 10 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 9.5%
出口结构继续优化

新数据 新看点

秋收时节，广袤田野铺展斑斓画卷。

趁着晴好，金黄玉米铺满晒场，山东

省诸城市相州镇种粮大户张焕梅眉头

舒 展，“高标准农田集中连片，能排能

灌。大型收割机敞开跑，颗粒归仓。玉

米亩产比去年多 100 来斤。”今年诸城市

秋粮种植面积达 100多万亩，再获丰收。

“抗 病 虫 ，保 灌 溉 ，今 年 下 了 大 力

气。算下来每亩晚稻产量有 1100 斤左

右。”江西省永丰县石马镇中林村粮农

吴家发说。今年全县晚稻种植面积达

39 万亩，预计产量约 3.5 亿斤。

从 东 北 平 原 到 华 北 粮 仓 ，再 到 鱼

米之乡，稻香阵阵，仓廪殷实。据农业

农村部 11 月 7 日农情调度显示，全国

秋粮已收获 12.37 亿亩、完成 94.7%，进

度同比相当，全国秋粮丰收在望。与

此同时，全国冬小麦已播 91.9%，冬油

菜已播 94.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总书记

经常叮咛：“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是

‘三农’工作头等大事。”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夏耘秋收，季

季压茬。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

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谷物产量居世界

首位，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大国粮仓稳，高质量发展底气足。秋粮

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秋粮丰收了，

全年粮食丰收就成了。岁稔年丰，为稳

物价稳预期增信心、稳定经济大盘提供

了坚实支撑，为有效应对国内外风险挑

战增添了充足底气。

实打实调结构，稳产优产

秋粮生产，是结构调优、稳产优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粮食稳产保供，不

单是总量任务，也是结构任务。今年以

来，各地区各部门瞄准紧缺品种，保面

积、保产量，扩大豆、增油料，做好田野

里的“加减法”。

——稳口粮，稳玉米，“粮袋子”鼓

起来。

农机逐着稻浪前行，粒粒稻米倾泻

而出。“400 多亩水稻，两三天就能收完，

亩产达到 1200 多斤。”四川省苍溪县益

康粮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安桄明说，

“购置农机有补贴，咱种粮有底气。”

收割、脱粒、粉碎秸秆，农机驰过，

玉米归仓。“穗子大，籽粒饱，亩产 1400
多斤。”河北省成安县成安镇南鱼口村

种植大户杨俊山说，“喷施叶面肥、及时

浇地，今年的玉米扛过了高温天。”

围绕“稳口粮、稳玉米”，各地区各

部门落实秋粮面积，大力加强田间管

护，强化农机作业服务供需对接，确保

秋粮机收顺利。丰收时节，露沾玉米金

黄，风吹稻花飘香。

——扩大豆，提产能，补上品种短板。

“选种高蛋白品种，采取大垄密植

技术，我家 250 公顷大豆产量预计能突

破 100 万斤。”吉林省敦化市联益农副

产品供销专业合作联社负责人赵显清

介绍。耕种收一条龙，流水线分拣包

装，政府补贴到位，优质大豆卖上好价

钱，每公顷收益过万元。

调结构，扩大豆是关键。农业农村

部在东北地区重点推广粮豆轮作，在黄

淮海、西北、西南等地区重点推广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今年全国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超过 1500 万亩，

有 16 个省份 1047 个县共 4 万多家新型

经营主体积极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

——扩油料，挖潜能，“油瓶子”更

稳当。

丰收了！山东省夏津县田庄乡创

新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滕

召华剥开新鲜的花生，说道：“高油酸

花生每亩能产 800 多斤干花生，出油率

比普通花生高 1/3。”今年夏津县引导

粮农扩种了 6000 余亩大豆、600 多亩油

葵、9000 多亩花生等油料作物。

各地紧盯重点油料作物，全力做好

种子供应、农机保障、技术培训、政策支

持，挖掘潜能，提升产能，保障食用油安

全。湖南省积极推进菜油茶油“两油”

产业，四川省开展“天府菜油”行动，扩

种大豆、油料。

今年是实施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

提升工程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产

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质高效

行动等项目资金 30 多亿元，支持油菜

生产。 （下转第六版）

全国秋粮已收获94.7%

秋 粮 丰 收 又 一 年
本报记者 高云才 王 浩

导
读

新 时 代 共 享 未 来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报道

（第七、八版）

云南省昭通市近年来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绿水青山，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图为 11 月 6 日，昭通市绥江县清

澈的金沙江上，不少红嘴鸥在此栖息。 曾三东摄（影像中国）

新时代画卷

奔向更美好的生活 （第十一版）

超市里的新变化 （第十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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