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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务委员会 11 月 10 日召开会议，听取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

二十条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当前，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全球

疫情仍处于流行态势，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我国

是人口大国，脆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

资源总量不足，一些地区的疫情还有一定规模。受病

毒变异和冬春季气候因素影响，疫情传播范围和规模

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必须保持战

略定力，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

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定不移

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会议指出，要适应病毒快速传播特点，切实落实

“四早”要求，以快制快，避免战线扩大、时间延长。

要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疫情歼灭战，采取更为坚

决、果断措施攻坚，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尽快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决不能等待观望、各行其是。

要坚持科学精准防控，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准确

分析疫情风险，进一步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在隔离转

运、核酸检测、人员流动、医疗服务、疫苗接种、服务

保障企业和校园等疫情防控、滞留人员疏解等方面

采取更为精准的举措。要大力推进疫苗、药物研发，

提高疫苗、药物有效性和针对性。要在落实各项防

疫举措的同时加强分析研判，必要的防疫举措不能

放松，既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又要反对和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正“层层加码”、“一刀切”等做

法。要全力做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保障，切实

满足疫情处置期间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看病就

医等基本民生服务，加大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

关心帮助力度，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尽力维护

正常生产工作秩序。要做好重点人群疫苗接种等工

作，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抗疫斗争的复

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强化责任担当，增强斗争本

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抓实

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做好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

坚决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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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边 11 月 10 日电 （记者白阳）

当地时间 11月 10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柬埔寨首相洪森特别代表、副首相谢索

帕拉陪同下，在暹粒参观中柬文化遗产交

流合作 30 年成果展，并出席中国援柬吴哥

古迹茶胶寺修复项目实体移交仪式。

李克强首先听取了关于中柬在文化

遗产领域持续开展合作的介绍，并饶有兴

趣地在成果展板前驻足观看，详细询问修

复文物的工艺技术、使用的建筑材料、文物

科研、古迹保护措施以及文化遗产国际交

流合作等情况。

李克强在文物修复移交仪式上致辞

时 表示，今年适逢中柬文化遗产交流合作

30 周年。多样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包容

合作，使人类文明发展取得累累硕果。中柬

两国都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相互学

习 和 借 鉴 是 中 柬 关 系 发 展 的 重 要 推 动

力。中柬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文化的了

解和认知，是双方友谊的坚实基础。各国

人民之间的往来既是不同文化的相遇，也

是人与人心灵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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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畔，再赴东方之约。东海之滨，共话开放繁荣。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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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

各国发展动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11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掷地有声，

再次彰显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决心。

11 月 10 日，第五届进博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圆满落

下帷幕。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 735.2 亿美元。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背景下，这

份亮丽的成绩单难能可贵、分量十足。

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的进博会，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主动扩大开放、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满满诚意，也为全

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能。

以开放纾发展之困——

进博溢出效应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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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全球经济发展之困，各国只有拆除一切阻碍生产力

发展的藩篱，让资金和技术自由流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畅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开放纾发展之

困，才能让世界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

行走在第五届进博会场馆，一场场洽谈、一次次签约，彰

显出新时代中国开放春风扑面而来，发展动能激越澎湃。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本届进博会，145 个国家、地区和国

际组织共赴“东方之约”，来自 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 多家

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数量均超过上届。

展示内容更加丰富。本届进博会新设农作物种业专区和

人工智能专区，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汽车等领域的 150 多

家初创企业进行集中展示。

展商展品质量更优。284 家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参加

企业展、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近 90%……本届进博会展台特

装比例达到 96.1%，高于上届水平。

从第一届到第五届，进博会一路走来，溢出效应持续扩大。

紧跟市场需求，优化贸易结构——

连续五次参加进博会，累计采购金额超过 30 亿美元，通

用技术集团在本届进博会上聚焦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与国际一流医疗公司签署采购合作协议。借力进博

会，通用技术集团扩大合作“朋友圈”，做强产业“生态圈”，与

世界各国共享进博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促进创新到优化布局，进博会

为贸易升级注入新动能。“借助进博会这一平台，腾讯发挥互联

网的‘连接’优势，努力做好相关行业的‘数字化助手’，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腾讯公司副总裁、华东总部总经理张立军说。

打开国际视野，助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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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开放共识 增强发展动能
—写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闭幕之际

本报记者

进博会观察

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电 （记者曲

哲涵、王浩）为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便于

地方编制预算，拓展经济回稳向上态

势，兜牢基本民生底线，近日中央财政

提前下达多项 2023 年预算资金，包括

农业相关转移支付、水利相关资金、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公共体育场馆向

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预算、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预算、

就业补助资金预算和普惠金融发展专

项资金预算。

为鼓励农民抓好秋冬农业生产，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支持畜牧渔业高质量发

展，近日中央财政提前下达 2023 年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 2115 亿元。

为支持加快水利建设扩大有效投

资，近日财政部提前下达有关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2023 年财政水利相关资金 941
亿元，同口径较 2022 年提前下达金额

增加 44 亿元，为支持地方提前谋划实

施 2023 年水利项目建设、尽快形成有

效投资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3 年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485 亿元，支持地方政府将相应资金编

入本级预算，提前谋划 2023 年巩固衔

接工作。

财政部还提前下达了 2023 年公共

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

助资金预算 10.8 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补助经费预算 1510.7 亿元、就业

补助资金预算 432.3 亿多元等。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多项明年预算资金

当地时间 11 月 10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首相洪森特别代表、

副首相谢索帕拉陪同下，在暹粒参观中柬文化遗产交流合作 30 年成果展，并出席

中国援柬吴哥古迹茶胶寺修复项目实体移交仪式。这是李克强和谢索帕拉共同为

移交项目揭牌。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

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

动”“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

能源安全”。

北部荒漠，19.6 万余块光伏板立于

黄沙之上，国家电投达拉特光伏电站投

运以来，累计输出绿色电力超 25 亿千

瓦时、治沙 1.6 万亩；

东南沿海，1 台核电机组的年发电

量能满足 100 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用电

需求、全寿期产生千亿元产值，自主三

代核电“华龙一号”的关键装备全部实

现国产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为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发生重大

变革，能源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能源供给能力持续
增强，多轮驱动的能源
生产体系基本形成

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如何

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始终是我国能

源发展的首要问题。

“三铲下来就能装满一台 100 吨的

大卡车，今年前 8 月的原煤产量同比增

加 340 多万吨。”在中煤集团平朔东露

天矿，14 台 7 层楼高的电铲车和上百台

自卸卡车开足马力作业。煤矿总工程

师邵宾介绍，随着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提升，煤炭日均产量从 10 年前的 5.5 万

吨增加到现在的 7 万多吨。

这十年，煤炭供应保障能力持续提

升。全国煤炭产量从 2012 年的 39.45 亿

吨增至 2021 年的 41.3 亿吨。大型煤矿

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 80%以上，已建成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813 个，煤炭供给结

构持续优化，供应弹性和韧性不断增强。

这十年，油气勘探开发形势总体向

好。长庆油田年产油气当量攀上 6000万

吨高点；“地下珠峰”采油，顺北油气田钻

探垂直深度超 8000 米的油气井达 41 口；

叩开 1500 米超深水开发大门，“深海一

号”大气田日产天然气 1000 万立方米

……老油田硬稳定、新阵地快建产，

（下转第二版）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能源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本报记者 丁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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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版近日，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进入最后扫尾验收和内部测试阶段。据了解，此次保护与利用工程包括修建生

态体育文化公园等配套设施。改造后的大田湾体育场将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健身环境，进一步完善当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图为大田湾体育场。 李洪波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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