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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5日电 6月 16日

出版的第 12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

10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

的节录。

文章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

特征，就是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十四

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

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我们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文章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

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

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

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更明

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

转向“好不好”。

文 章 指 出 ，加 快 实 现 高 水 平 科 技

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着力点。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

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各地区

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

走 出 适 合 本 地 区 实 际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之路。

文 章 强 调 ，我 们 必 须 牢 记 高 质 量

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

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打牢基础。要谋划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

动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当 地

时 间 6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

拉马福萨，祝贺他当选连任南非共和国

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南非政治互信

深厚，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是发

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团结协作的典

范。去年 8 月，我对南非进行第四次国

事访问，同拉马福萨总统就广泛议题达

成重要共识，开启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

共同体的新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南关

系发展，愿同拉马福萨总统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

新台阶，共同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贡献

力量。

习近平致电祝贺拉马福萨
当 选 连 任 南 非 总 统

本报阿德莱德 6月 15日电 （记者王迪）应澳大利亚

总理阿尔巴尼斯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 6 月

15 日下午乘包机抵达阿德莱德机场，开始对澳大利亚

进行正式访问，并同阿尔巴尼斯总理举行第九轮中澳

总理年度会晤。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南澳州州长马思诺，以

及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等到机场迎接。

李强表示，中澳交往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友好情谊

历久弥新。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澳大利亚进行历史性

访问，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交流合作提

速升级，互利共赢进一步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旋律。去

年，阿尔巴尼斯总理成功访华，两国关系在经历波折后

重回正确发展轨道。历史证明，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

利合作是发展中澳关系的宝贵经验，需要坚持和弘扬。

李强指出，我在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

年之际到访澳大利亚，期待同澳方领导人和各界朋友

就中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商合

作、共促发展、共话友谊。一个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

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是两国人民的共同

财富，中方愿同澳方携手努力。

李强是在结束对新西兰的正式访问后抵达阿德

莱德的。离开奥克兰时，新西兰贸易和农业部长麦克

莱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等到机场送行。

李强抵达阿德莱德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应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 6 月

15 日下午乘包机抵达阿德莱德机场，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并同阿尔巴尼斯总理举行第九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新华社厦门 6月 15日电 第十六届

海峡论坛大会 15 日在厦门举行。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出席并致辞。

王 沪 宁 表 示 ，今 年 4 月 ，习 近 平

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绵长

福 祉 ，围 绕 把 握 两 岸 关 系 大 局 、共 创

祖 国 统 一 和 民 族 复 兴 美 好 未 来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为 两 岸 关 系 发 展 、台 海 和

平 稳 定 指 明 了 前 进 方 向 。 两 岸 同 胞

要 本 着 对 历 史 、对 民 族 负 责 的 态 度 ，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

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维护

台海和平安宁，共同推动两岸关系重

回正确道路。

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

家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同胞

同 属 一 个 民 族 的 历 史 事 实 和 法 理 基

础 从 未 改 变 ，也 不 可 能 改 变 。“ 台 独 ”

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台

湾同胞利益福祉，危害国家主权和领

土 完 整 ，导 致 台 海 兵 凶 战 危 ，最 终 只

会 给 台 湾 同 胞 带 来 深 重 灾 难 。 国 家

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

必然。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

心、强大的能力粉碎任何“台独”分裂

图谋。

王 沪 宁 表 示 ，要 和 平 、要 发 展 、要

交 流 、要 合 作 是 两 岸 同 胞 的 主 流 民

意。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

胞，持续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欢迎

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中来，参与到民族复兴进程

中来，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

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伟大荣光。希望

两岸青年多往来、多交流、多交心，感

悟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勇担时代

大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青春力量。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在致辞

中 表 示 ，中 国 国 民 党 一 直 在“ 九 二 共

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

动两岸交流合作、和平双赢，这些理念

从未改变。两岸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

一分子，都是中国人，应共同面对各种

挑战，为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属于中华民

族的和平盛世。其他台胞代表也作了

发言。

大 会 开 始 前 ，王 沪 宁 会 见 了 参 加

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苏辉等参加。

14 日下午，王沪宁还在厦门同获得

工青妇等系统荣誉的台胞代表进行座

谈交流。

第 十 六 届 海 峡 论 坛 大 会 在 厦 门 举 行
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扩大

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和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

力，稳慎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以更高水平开放增强金融发展动

力，有以下重点工作：

有 序 推 进 金 融 服 务 业 开 放 ——

进 一 步 完 善 准 入 前 国 民 待 遇 加 负 面

清 单管理制度，持

续 优 化 外 资 进 入

中 国 市 场 展 业 的

程序，开展新业务

试点时，坚持对内

外资金融机构平等

对待；

稳步推进金融

市场高水平对外开

放——健全各类市

场互联互通机制，

丰富可投资的行业

和资产种类，进一步提升外资参与中国

市场的便利性；

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继 续 坚 持 市 场 驱 动 、互 利 共 赢 原 则 ，

聚焦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优化人民币

跨境投融资、交易结算等基础性制度

安排；

持 续 完 善 金 融 监 管 —— 完 善 与

金 融 业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风险

防控体 系 ，建 好 各 类“ 防 火 墙 ”，坚 决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深化跨境监管合作，确保在华外

资金融机构整体风险可控；同时针对外

资机构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开展适度

差异化监管，进一步提升外资金融机构

在华营商便利度，更大激发经营主体

活 力 。”国 家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际

合作司有关负责人说。

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着力

提升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水平。2018年

以来，金融管理部门推出了 50多项金融

对外开放政策举措，其中许多举措与

制度型开放有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国际合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

领域相关规则，在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欢迎各类外

资机构和长期资本来中国展业兴业。

“在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方面，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今 年 将 推 动 跨 境

贸 易 投 资 便 利 化

政策落地实施，推

进在上海市、江苏

省 、广 东 省（含 深

圳市）、北京市、浙

江省（含宁波市）、

海 南 省 全 域 扩 大

实 施 跨 境 贸 易 投

资 高 水 平 开 放 政

策试点，适时推动

试点政策优化扩围，便利更多经营主

体合规办理跨境贸易投资业务。”国家

外 汇 管 理 局 资 本 项 目 管 理 司 司 长 肖

胜说。

如何以更高水平开放
增 强 金 融 发 展 动 力

本报记者 葛孟超

政策问答·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本报北京 6 月 15 日电 （记 者

丁雅诵）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国家开放

大学终身教育平台自 2022 年 5 月上线

以来，共服务来自 200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6000 万人次，注册用户 680 万人，

以数字化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显

著成绩。

终 身 教 育 学 习 资 源 更 加 丰 富 。

目前，终身教育平台汇集资源 103 万

余 个 ，用 户 累 计 学 习 时 长 110 万 小

时。开展“能者为师”“智慧助老”专项

行动，开放共享 8 万余门（个）优质微

课；推出“全民阅读、书香中国”线上

学习活动专区，上线超过 1 万本电子

书。此外，平台进行适老化改造、无障

碍改造，满足各类用户学习需求。

我国终身教育平台服务近 6000 万人次
本报北京 6 月 15 日电 （记 者

丁怡婷）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我

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新型储能投

运装机规模超 3500 万千瓦，较 2023 年

底增长超 12%，较 2023 年一季度末增

长超 210%。

新型储能电站逐步呈现集中式、

大型化趋势，10 万千瓦以上的项目装

机占比 54.8%。从储能时长看，我国

新型储能项目平均储能时长 2.2 小时，

2 至 4 小 时 的 项 目 装 机 占 比 74.6%。

从 地 区 分 布 看 ，西 北 地 区 风 光 资 源

丰 富 ，已 成 为 我 国 新 型 储 能 发 展

最 快 的 地 区 ，投 运 新 型 储 能 装 机 占

全国 29.2%。

我国新型储能投运装机规模超3500万千瓦

本报北京 6月 15日电 （记者李心萍）首条连接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环线高铁列车 15日首发，“轨道上的长三角”新增

一条环形“走廊”。此次开行的上海—上海虹桥环线高铁列车单向行驶里程超 1200公里，沿途停靠 19个站点，全程 8小时

9分钟。环线高铁发挥了长三角路网优势，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图为当日，长三角环线高铁列车通过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 陈丹驰摄（人民视觉）
长三角环线高铁列车首发

今年以来，我国核工业领域捷报频传：福建福清，“华龙

一号”获得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综合指数满分，充分验证我国

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安全性和先进性；海南昌江，全球首个

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型反应堆“玲龙一号”220 千伏辅助电源

倒送电工作成功，为后续调试工作有序开展夯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

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

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

新的辉煌篇章。”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在

核能开发利用、核工程建设、核技术应用等方面拥有完整

的产业链创新链体系。近年来，中核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核工业发展道路，坚持创

新驱动，增强竞争优势，努力实现“建设先进核科技工业体

系、打造世界一流核工业集团、全面建成核工业强国”奋斗

目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部署一批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在位于北京西南郊的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以下简称“原子能院”），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主

磁铁静静挺立；不远处的反应堆大楼里，建有我国第一座

重水反应堆。上世纪 50 年代，“一堆一器”开启了我国的

原子能时代。

也正是以“一堆一器”为源头，我国成功研制“两弹一

艇”，自行设计建造民用核电站……从基础研究、国防建设

到和平利用原子能，“一堆一器”见证了我国核工业的发展。

核工业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核科技水平集中体现在

反应堆、加速器的先进程度。近年来，原子能院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实现了从“一堆一器”到“多堆多器”的跨越，一批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设施相继建成投用，为基础研

究、先进核能开发、核技术应用等提供有力支撑。

刘润北是原子能院一名 00 后工程技术人员，在比他还

要“年轻”的中国实验快堆工作。这座快中子辐照平台和快堆发电试验装置于 2010 年

建成，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核能系统研发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刘润北

说：“快堆在安全性、铀资源利用率等方面，较热堆有进一步提高。”

1983年，我国提出“热堆—快堆—聚变堆”的核能“三步走”战略，以解决核能可持续

发展、核燃料长期安全有效供应问题。原子能院副总工程师周培德介绍：“快堆核能系统

通过闭式燃料循环，理论上将使铀资源可利用率提高 60倍，并且可实现高放废物的最少

化，这将是支撑核裂变能大规模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技术途径。”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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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企业，看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