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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

电 著名的药学家和社会活

动 家 ，中 国 农 工 民 主 党 的 杰

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

朋友，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副 委 员 长 ，中 国

农工民主党第十四届中央委

员会主席桑国卫同志的遗体，

11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火化。

桑国卫同志因病于 2023年

12 月 7 日 17 时 10 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 82岁。

桑国卫同志病重期间和

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

院 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桑

国卫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1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

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

幅“沉痛悼念桑国卫同志”，横幅

下方是桑国卫同志的遗像。桑

国卫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

翠柏丛中。

上午 9时 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

声中缓步来到桑国卫同志的

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桑国卫同

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桑国卫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桑国卫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桑国卫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桑国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桑国卫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
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2 月 11 日，桑国卫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这是习近平与桑国卫亲属握手，

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述评③

新数据 新看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产业

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

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

强物质支撑。”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

样”出口快速增长，中国制造叫响全球；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命名交付、国产

大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全球最大

18 兆瓦海上直驱风电机组下线，大国重

器昂首向前；

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球占比

达 42%、高温超导电动悬浮领域实现重

要技术突破、自主可控的新一代通用处

理器发布，技术创新步履不停；

…………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在爬坡过坎中

前行，在攻坚克难中奋进。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

区各部门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

稳增长调结构
促 转 型 扎 实 有 力 ，
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11 月 4 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魔都号”命名交付。

2500 万 个 零 部 件 ，数 量 相 当 于

C919 大飞机的 5 倍、“复兴号”高铁列车

的 13 倍；总电缆布置长度达 4000 多公

里……在“爱达·魔都号”的建设过程

中，中国船舶集团先后攻克邮轮重量

控制、振动噪声、安全返港等关键设计

技术，有力保障了项目推进。明年 1 月

1 日，这座“海上现代化城市”将从上海

启航，正式开始商业运营。

11 月 24 日，17.4 万立方米大型液

化 天 然 气（LNG）运 输 船“LNG 日 内

瓦”号较合同期提前 5 个月命名交付。

码头系泊试验仅 5 个月，5.5 天完成

常规和气体“二合一”试航，总体建造周

期 17.5 个月，液货舱殷瓦钢焊接密性检

测 4 次零漏点……国际造船业舞台上，

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各项建造指标实

现全面领先。

攻坚克难，一路向前。如今，我国

已具备同时建造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大型邮轮的能力，集齐造船工

业“三颗明珠”。

稳扎稳打，赢得主动。今年前 10月，

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

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分别占世界市场份

额的 49.7%、67%和 54.4%。我国造船企

业 批 量 交 付 2.4 万 标 准 箱 集 装 箱 船 、

LNG 双燃料动力散货船及气体运输船

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显著增加。

开局之年，装备制造业稳步发展，

有力支撑了工业生产增长——

200 多家企业高效协同，国产大飞

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雅万高铁开通

运营，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

产业链“出海”；首台（套）设备 2200 多

台、设备国产化率达 93.4%，全球首座第

四代核电站投入商运……前三季度，规

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比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快 2 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

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

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

质技术基础”。

今年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错

综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利因素增

多，国内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实

体经济特别是工业稳增长任务艰巨。

（下转第四版）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本报记者 刘志强 丁怡婷 刘温馨

本报北京 12 月 11 日电 （记者刘

志强、常钦、郁静娴）粮食丰收，颗粒归

仓。山东省平原县鲁望农场种粮大户

何石宝说：“新技术真管用！玉米合理

密植，每亩地足足有 5000 多株，亩产提

升了一大截，超过 1500 斤。”今年平原

县大面积推广玉米密植新模式，带动秋

粮增产 5.3%。

小账连大账。国家统计局 11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达 到 13908.2 亿 斤 ，创 历 史 新 高 ，增 产

177.6亿斤，粮食产量连续 9年站稳 1.3万

亿斤台阶。尤其是全国 300 个粮食大

县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单产提升贡献率

达 73%。

今 年 ，在 自 然 灾 害 多 发 频 发 情 况

下，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大面积单产提

升行动功不可没。

从 年 初 开 始 ，农 业 农 村 部 重 点 在

200 个玉米主产县、100 个大豆主产县

整建制推进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和单产

提升行动，强投入、推技术、增密度、提

产量，辐射带动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升。

强农政策见实效。重点县大豆密

度 每 亩 增 加 800—1000 株 、每 亩 增 产

30—50 斤，玉米密度增加 500—800 株，

每亩增产 150—300 斤。在重点县示范

带动下，全国粮食单产提升 10%以上，

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种植面积成为

牢靠“底盘”。

稳政策，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今

年，中央财政下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

贴资金 100亿元；加大玉米和大豆生产者

补贴力度，稳定实施稻谷补贴；在秋粮生

产关键时期，安排玉米大豆“一喷多促”

一次性补助资金 24 亿元……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聚焦 300个重点县，增加投入

支持力度。各地区各部门饭碗一起端，

责任一起扛，稳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减“单”增“双”，湖南省湘乡市棋梓

镇普安村农民田学文说：“单季稻改成双

季稻，早稻集中育秧每亩补贴 100 元，

流 转的 2000 多亩田多种了一季，增收

20 万元左右。”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

文博表示，算全年粮食生产大账，夏粮产

量达到 2923 亿斤，虽然比上年略减，但

仍为历史第二高位。要看到的是，占全

年粮食大头的秋粮今年播种面积达到

13.1 亿亩，连续 4 年增加，比上年增加

700 多万亩。种植面积增加，再加上单

产提升，对冲了洪涝、干旱等灾害影响，

实现了全年粮食“以秋补夏、以丰补歉”。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集成技术应用

成为有力支撑。

今年，农业农村部推行良田、良种、

良法、良机、良制“五良”集成组装的综

合 性 解 决 方 案 ，通 过 200 个 玉 米 主 产

县、100 个大豆主产县整建制示范带动，

集成配套各类资源措施，精准管控各生

产环节。专家估计，全国约有 3 亿亩玉

米具备实施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的灌溉

条件，全部推广应用可新增玉米年生产

能力 600 亿斤。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农田建设是关

键举措。

水利是农业命脉。今年以来，农田

水利工作扎实推进，全国 7300 多个大

中型灌区，生产粮食约占全国粮食总产

量的一半，亩均单产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5 到 2 倍。今年春灌、夏灌、秋灌累计

供水 2900 多亿立方米，为全年粮食丰

收提供了坚实水保障。今年 1—8 月完

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4470 万亩，粮

食产能基础不断夯实。

抓重点、真投入，出真招、谋实招，

开局之年粮食再获丰收，为经济总体保

持回升向好态势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

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权。新征程

上，坚持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始终绷

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国粮仓根基越来

越稳固，中国人的饭碗定能牢牢端在自

己的手上。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908.2亿斤
增产177.6亿斤，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上料、研磨、抛光、加硬、镀膜……

在江苏丹阳一家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

上，1.5 厘米厚的树脂镜片毛坯按照设

定好的参数加工生产。在这个人口不

到 100 万的城市，有 1600 多家眼镜相关

企业、5 万多名从业者，镜片年产量 4 亿

多片，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形成了在全

球市场具备优势和特色的产业集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

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

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

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迈进。”小镜片提升附加值、

开拓大市场，正是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

构的缩影。今年前 11个月，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 37.96 万亿元，其中出口

21.6万亿元，增长 0.3%；民营企业进出口

20.24 万亿元，增长 6.1%；出口机电产品

12.66 万亿元，增长 2.8%……一个个数

字，是政策给力、企业努力、各方合力的

结果，折射出我国制造业迈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的趋势。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外贸发

展的有利因素不断增多，稳中向好的发

展 态 势 持 续 巩 固 。 保 持 战 略定力，以

“稳”拉动提升、带动增长、协同创新，进

一步激发外贸主体活力，推动结构持续

优化升级，就一定能实现外贸促稳提质，

在新征程上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推 动 外 贸 促推 动 外 贸 促 稳 提 质稳 提 质
崔 妍

■今日谈R

本报河内 12月 11日电 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越南

进 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二季（越文版）11 日起在越南播出。

《习 近 平 喜 欢 的 典 故》精 心 选 取

习 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

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生动展现

习 近 平 主 席 广 博 厚 重 的 文 化 底 蕴 和

人 民至上、家国天下的深厚情怀，提炼

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

内涵。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越文

版）11 日起在越南数字电视台播出，并

在其新媒体平台 VTC Now同步上线。

《 习 近 平 喜 欢 的 典 故 》
第二季（越文版）在越南启播

一线调研

透过小店账本看经济大势
第六版

深度关注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第十七版

新华社北京 12月 12日电 12 月 12 日，

在赴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

报》发表题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

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

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 启 携 手 迈 向 现 代开 启 携 手 迈 向 现 代 化 的 新 篇 章化 的 新 篇 章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国家

主席武文赏邀请，我即将对越南社会主义共

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担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第三次踏

上越南这片美丽的土地，感到十分亲切，就

像到亲戚和邻居家串门一样。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想相

同，命运与共。毛泽东、胡志明等两党两国

老一辈领导人怀着共同理想信念相交相知，

携 手 缔 造 了“ 同 志 加 兄 弟 ”的 中 越 传 统 友

谊。在追求各自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

进程中，我们团结一心、相互支持。在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互学互鉴、拓展合作，

共同书写了中越友好历史篇章。

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15 周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越

两党两国共守和平安宁，共谋发展合作，共

创繁荣富强，走出一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阳光大道。

我们坚持以信相交。两党两国高层像

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今年，我同阮富仲

总书记密切互动，共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擘画新时代中越关系蓝图，推动中越关系

确立新定位、迈入新阶段。我先后会见了赴

华访问或出席会议的国家主席武文赏、政府

总理范明政、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氏

梅同志。双方召开了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

两党理论研讨会、两国公安部合作打击犯罪

会议等机制会议。各部门各地方合作更趋

密切。

我们坚持以利相融。中国长期是越南

最大贸易伙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

伙伴和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应中方邀请，

越南领导人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第 七 届 中 国 — 南 亚 博 览 会 、第 二 十 届 中

国 —东盟博览会。越南输华的果蔬等农产

品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中国出口的原材

料 和 机 械 设 备 有 力 支 持 了 越 南 制 造 业 发

展。中国企业承建了河内轻轨 2 号线，这是

越南首条城市轻轨项目，累计载客近 2000万

人次，为河内市民出行带来便利。中越国

际班列开行，智慧口岸启动建设，陆地边界

口岸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中国企业在越南

建成海外最大的光伏产业集群，投资建设

的光伏和风能电站为越南的能源转型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在河内、芹苴等地投资建设

多个垃圾发电项目。

我们坚持以谊相亲。今年以来，两国

人员往来迅速恢复，前 10 个月中国赴越游

客超过 130 万人次，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

境旅游合作区成功试运营。中国全国政协

和越南祖国阵线中央暨边境省份友好交流

活动、中越边民大联欢等活动开展得有声

有 色 。 中 国 传 统 经 典 名 著 在 越 南 家 喻 户

晓，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也深受越南民众喜

爱。越南流行歌曲火爆中国社交媒体，越

南 歌 手 在 中 国 综 艺 节 目 中 收 获 大 批 中 国

“粉丝”。日益密切的人文交流就像蜿蜒流

淌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越友好交往的奔

涌长河。

我们坚持以诚相待。两国都高举多边

主义旗帜，强调坚持对话协商、和平合作，坚

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给予支持，在

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中保持密切配合。越

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支持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中国加

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今年是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亲诚惠容周边

外交理念 10 周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要从亚洲做起。中国有首耳熟能详的

歌这样唱道，“我们亚洲，树都根连根；我们

亚洲，云也手握手”，这反映出中国民众心

中朴素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亚洲是我

们共同的家园，周边是搬不走的邻居，成就

邻 居 就 是 帮 助 自 己 。 亲 望 亲 好 ，邻 望 邻

好。中国愿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

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周边国家一道打造命

运共同体，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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