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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信

中国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数据显示，
不到7年时间，中国人均增寿一岁半：目前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93岁，与2015
年的 76.34岁相比，增加了 1.59岁；与 2019
年的 77.3 岁相比，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
背景下，仍然增加了0.63岁。

健康问题关乎人民幸福生活。党的十
八大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
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
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制订了 《“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出建设“健康
中国”的号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坚实健康基础。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健康
中国”的战略目标：到 2030 年，中国主要
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 2050

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
健康国家。

健康中国建设，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上，重点在于疾病预防和
健康促进，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

打开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工具
箱，可以看到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和资源
库、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
制，全方位控 制 影 响 健 康 的 风 险 因 素 ；
可以看到围绕重点人群所不断健全完善
的健康保障体系、不断提升的健康服务能
力；可以看到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癌症、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
病，以及各类重点传染病、地方病的综合
防控措施……

2019 年 7 月，“健康中国行动”启动实
施，短短3年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
成效：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25.4%，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年均下降幅度基本接
近预期目标，全国报告新发职业病病例持
续下降，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人均预期寿命的提升，自然水
到渠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采取严格的防疫
措施，惠及亿万中国民众。特别是为老
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提供了

最大保护，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健康中国行动”提升了人民的健康理

念、激发了人民的健康自觉。“每个人是自
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如今已经深
入人心，这为健康中国建设奠定了广泛、
可持续的社会基础。数据显示，2020 年，
中 国 经 常 参 加 体 育 锻 炼 人 数 比 例 达 到
37.2%，比 2014 年提高了 3.3 个百分点；国
民 体 质 测 定 标 准 的 合 格 率 2020 年 达 到
90.4%，比上一次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培养起健康的生活方式。

预期寿命并非衡量一国发展水平的最
佳指标，但民众拥有健康必然成为一种经
济上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预期寿
命增加显然是积极的发展因素。

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
国，稳步提升人均预期寿命，拉高了全球
人口预期寿命，本身就是对人类卫生健康

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还展现出强烈的人类情怀，心系全球民众
健康。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积极主动向世
界许多国家分享自己的抗疫经验，推动全
球抗疫合作和公共卫生合作，提出打造

“健康丝绸之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等重大倡议，为全球抗疫和全球卫生健康
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已
与 180 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
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 153 个国家和
15 个国际组织提供了 46 亿件防护服、180
亿人份检测试剂、4300 余亿个口罩等抗疫
物资；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
超过 22 亿剂新冠疫苗，向 20 个国家转让
技术、合作生产疫苗，在海外形成了 10 亿
剂疫苗年产能；向 34 个国家派出 37 支医
疗专家组……

健康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共同追求，中
国将继续携手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诚如国际人士指出的，“这
是实现所有人都健康安全的最佳路径”。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7月 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7 月 8 日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
信，在国博创建 110 周年之际，向国博
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我曾多次到国
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得知
国博在收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
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
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学术研
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
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

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
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
断作出新贡献。（回信全文另发）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 1912 年 7
月设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新中
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新建中国
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 年
两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 年
改扩建后正式对外开放，现有藏品 140
余万件。近日，国博的 10 位老专家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介绍了国博 110 年
来的发展历程，汇报了国博在藏品收
集、文物保护、展览展示等方面所做的
工作，表达了国博人牢记使命为文化强
国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我曾多次

到国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
象。得知国博在收藏、研究、展示、对
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我
感到很欣慰。值此国博创建110周年
之际，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向国
博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坚持

正 确 政 治 方 向，坚定文化自信，
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
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
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
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
新贡献。

习近平

2022年7月8日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新华社北京7月9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 9 日就日本前首相
安倍晋三逝世向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

习近平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
个人名义，对安倍晋
三前首相突遭不幸辞
世 表 示 深 切 的 哀 悼 ，
向安倍晋三前首相亲
属表示慰问。

习近平指出，安
倍晋三前首相在任期
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
善进行了努力，作出
了有益贡献。我曾同
他就构建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
重要共识。我对他突
然去世深感惋惜。我
愿 同 首 相 先 生 一 道 ，
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 确 立 的 各 项 原 则 ，
继续发展中日睦邻友
好合作关系。

同日，习近平主席
和夫人彭丽媛教授向
安倍晋三前首相夫人
安倍昭惠女士致唁电
表示哀悼和慰问。

新华社北京7月9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 7月 9日就日本前
首相安倍晋三突遭不
幸辞世向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致唁电表示深
切哀悼。

李克强表示，安
倍晋三前首相曾经为
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我
同他多次会晤，就促
进两国关系进行有益
交流。我愿同岸田首
相加强沟通对话，推
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7月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分别向“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
展”开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
方文明的杰出代表。这次“古罗马文明
展”将以多姿多彩的珍贵文物展示意大

利文化的深厚底蕴。希望“中国意大利
文化和旅游年”以此为契机，推动文明
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连相通，为中意
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

习近平强调，相互尊重、和衷共
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
路。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弘扬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塔雷拉在贺信中表示，文化合作是
意中友谊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
背景下，意大利在中国举办“古罗马文明

展”和系列意中文旅年活动，充分证明两
国关系根基深厚。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诸多
挑战，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寻求公平持久的
解决方案。相信意中将不断深化双边关
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当
日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信强调

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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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开幕式致贺信

据新华社天津 7 月 10 日电
（记者毛振华、王井怀） 记者 10 日
从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获悉，
该油田旗下国内首座地下商业储
气库——大张坨储气库安全运行
7912 天，累计注入天然气量突破
100亿立方米。

大张坨储气库坐落在天津滨海
新区，2000 年建成投产，是国内首
座大型商业地下储气库，具备季节
调峰和应急储备等多重功能。该储
气库历经22个周期注采任务，高效

完成了天然气冬季调峰保供、应急
供气的任务，特别是为北京及周边
区域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据介绍，大张坨储气库日注气
量最高可达395万立方米，日采气
量 998 万立方米，累计注气 100 亿
立方米即相当于国内近 5000 万户
三口之家一年用气量。

截至目前，大港油田本轮注气
量已突破15.93亿立方米，完成总体
注气计划的 76.77%，当前注气量占
国内储气库注气总量的近1/5。

本报北京 7月 9日电 （记者贺勇）
7 月 9 日起，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对公众开放。先期开
放约 6000 平方米冰面，这是目前唯一持
续维护并开放体验的冬奥赛时冰面。冰场
内设有冰鞋租赁区、准备区、休息区等便
利服务，游客不仅可以亲身体验“最快的
冰”，还可以站上领奖台，体验奥运荣耀，
和顶流“冰墩墩”合影留念。

本次开放标志着“冰丝带”可持续运
营启动。据了解，国际滑冰联盟（ISU）卓
越中心已经落户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未
来，它将成为世界滑冰运动的国际交往中
心、培训中心、训练中心，有助于推动滑冰
运动在全世界和中国更好地推广普及，提
高滑冰运动的竞技水平，也将成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遗产。

为实现中国梦夯实健康基础
■ 熊 建

国内首座地下商业储气库
注气量突破 100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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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上午，随着最后一块钢桁梁吊装到位，由贵州路桥集团承建的金烽乌江大桥顺利合龙。金烽乌江大桥是贵阳
经金沙至古蔺 （贵金古） 高速公路项目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全长1473.5米，大桥合龙为贵金古高速公路明年通车打下了坚
实基础。

图为金烽乌江大桥合龙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金烽乌江大桥合龙金烽乌江大桥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