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客海客 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奥克兰、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奥克兰、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22年9月24日 星期六 壬寅年八月廿九

今日8版 第11671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领

航

中

国

贺

信

贺

信

值此中国新闻社建社 70 周年之际，我
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祝贺！

70 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
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中
新社以建社 70 周年为新的起点，创新国际
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
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积

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为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
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2年9月23日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记者姜洁） 在中国新闻社建
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
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新社以建社 70周年为新的起点，创新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
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
体，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外
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贺信全文另发）

23日上午，庆祝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
部部长尤权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突出中
新特色，面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
事，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不断壮大海外知华友华

“朋友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和力量。
会上，中新社负责人和老同志、青年职工代表发言。
中新社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知名人士发起，于 1952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立。目前，该社有 52 个境内外分社，
建立了 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发布系统，形成了覆盖海外
大多数华文媒介的用户网络。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增 强 报 道 亲 和 力 和 实 效 性

野生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青头潜鸭在这里安家，白洋淀的生态
让人放心了。”

8 月 25 日 ， 顶 着 烈 日 ， 乘 着 小
船，雄安新区安新县爱鸟护鸟志愿者
韩战桥来到一处鸟类栖息地外围，探
着身子用望远镜眺望。

“看，芦苇丛中有两只青头潜鸭，
旁边还有一群白鹭。”他说，目前鸟类
种类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31种。

行走在雄安新区，处处可以感受
到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智慧”的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掩映
在一片苍翠之中，园区内禁止燃油车
驶入，红色无人巴士正在进行运行测
试。“这些车辆基于自身一套全方位感
知系统、高算力处理器与自动驾驶算
法，可以实现安全可靠的无人驾驶。”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信息
官孙鹏辉说。

高铁飞驰，人流穿梭，伴随着雄
安站候车大厅里的“千年轮”转动，
雄安新区正快速融入北京、天津半小
时交通圈，石家庄1小时交通圈，实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

小桥流水，亭台楼榭，雄安新区
首个大规模建成区容东片区充盈着满
满的幸福。“这里文化活动站、养老驿
站、医院等设施齐全，在家门口就能让
北京的专家看病。”说起自己搬进容东
新家的生活，72岁的张广怀十分高兴。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融入“未来之城”，正是
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这十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风云激荡，中国高质量发展足音铿
锵，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
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高收入国家
门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单位
GDP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累 计 下 降 约
3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领航“中国号”巨轮驶向
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航程，书写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

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

“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
鞋走老路，不能再走大呼
隆、粗放型发展的路子”

千年窑火，烧出了广东潮州灿烂的陶瓷文化。
曾经，凭借质优价廉的传统产品，潮州成为世界最

大陶瓷生产出口基地，但能耗高、产品低端，却让潮州
陶瓷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竞争。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潮州三环 （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调研时强调：“企业要发展，产业要升级，
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都要靠自主创新。”

“总书记的话说进了我们心坎里，陶瓷产品只有转
向高质量发展才能赢得竞争主动。”潮州三环副总裁邱
基华说，依靠创新发展，如今公司的陶瓷新材料成为手
机、汽车等产品的重要元件，市场前景广阔。

中国的发展，总是在直面挑战中展开恢弘的画卷。
历史的指针拨回到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新世纪以

来首次滑落至8%以下，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
忧显现：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
粗放，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

时代在变，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
展理念、发展方式也不能一成不变。发展中出现的问
题，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

从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到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从
坚持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到统筹发展和安全……非凡十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发展棋局精准落子“高
质量”。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10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锤定音。

举一纲而万目张。高质量发展，为新
时代中国经济标注了清晰的历史坐标。

这是必须闯过的关口——实现高质
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
然要求。

雾霾频发、土壤污染、河水黑臭……
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1.5%，单
位GDP能耗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审视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
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
继，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十分突出；放眼
全球，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方兴未艾、多点突破。

“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不能再走大呼隆、粗放型发展的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登高望远、指引方向，“我
们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科技新
变化、人民新需要，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
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
务。这样，供求才能在新的水平上实现
均衡，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这是转型升级的跋涉——实现高质
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
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新
时代的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
益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必然
随之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发展中
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

“我们要重视量的发展，但更要重视
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
的有效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

这是凤凰涅槃的过程——实现高质
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从量变到质变，既是深刻的哲学智
慧，又是客观的经济规律。“经济发展
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
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
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
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球 100 多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高
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
区，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
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

“只有坚持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
由大到强的跨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邓曲恒说。

循道而行，方能致远。新时代中国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开启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的壮阔征程。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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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
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

2015 年 10 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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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今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宛如五个
不断跳动的音符，正在中国发展版图上奏响最美的华彩
乐章。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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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第七十七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
幕。一场“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
会议，成为今年联大期间的“重头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视频致辞，近40国外
长及国际机构负责人等出席。

全球发展倡议为何能汇聚全球目光？放
眼世界，不难找到答案。当前，百年变局与
世纪疫情交织，诸多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
南北鸿沟持续拉大，粮食、能源安全危机加剧；
人类发展指数 30 年来首次下降。与此同时，
某些国家将发展议题政治化、边缘化，人为
制造分裂和对抗……人类亟须解答关乎自身
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
满希望的时代。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
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
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坚持
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

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发展倡议是继
共建“一带一路”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
倡议，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提供公共产品。

全球发展倡议顺应各国人民求和平、谋
发展、促合作的强烈愿望，得到国际社会积
极响应。古特雷斯表示，全球发展倡议的提
出正当其时，联合国予以明确支持并愿与中
国就此开展合作，同各国一道推进落实。
2022年1月，“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在联
合国总部正式成立。2022 年 6 月，全球发展

高层对话会举行，标志着倡议实现了从“打基
础”到“搭框架”的跨越，由“写意画”向“工笔
画”的迈进。如今，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包括
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倡议，60 多
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一年来，有效推动国际
社会重新重视发展问题，为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可行路径，搭
建了合作平台，汇聚了发展资源，应对了最紧
迫的发展挑战。

一年来，合作平台搭建起来。中国同各方
携手，在农业、教育、抗疫、应对气候变化等领
域打造合作网络。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

候变化合作中心成立；中国同 13 个国家开展
新冠疫苗联合生产；1000 多期能力建设项目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4万余人次培训；近40个国
家和地区的 150 家机构正共同筹建世界职业
技术教育发展联盟。

一年来，投入支持力度加大。中国积极
参与国际开发协会、全球环境基金增资，正
式启动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三期南南合
作信托基金；整合升级“全球发展和南南合
作基金”，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
金的投入，支持开展全球发展倡议合作。

一年来，各方携手应对挑战。疫情冲击着
全球减贫成果，全球发展倡议将减贫作为重点

领域之一，合作项目向减贫、粮食、卫生等民生
领域倾斜；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首批迎来17
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加入；今年以来，中国向有
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多批紧急粮食援助。

未来，中国还将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采取更多举措：发布全球发展倡
议项目库首批项目清单；推进“促进粮食生产
专项行动”；推进“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
系”；推进“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
作；发起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

“心合意同，谋无不成。”中国将全力以
赴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继续与国际伙伴
一道，合力推动全球发展事业迈上新台阶。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合力推动全球发展事业迈上新台阶
■ 潘旭涛

“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北京9月 23日电 综合本
报和新华社消息：9 月 23 日，秋分，
亿万农民载歌载舞欢庆第五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

浙江东阳寀卢村，亲子马拉松比
赛、田园骑行、稻田摸鱼捉虾等农趣
体验活动，欢声笑语；天津市津南区
小站镇会馆村，农民的“挠秧号子”
唱响一首首丰收赞歌；安徽舒城县春
秋乡文冲村，预制菜农产品展示等系
列活动“农”味十足……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以“庆丰收 迎盛会”为
主题，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
乡村”办节宗旨，遵循“务实、简约、喜
庆、共享”的办节原则，引导带动广大
农村地区和社会各界开展丰富多彩的
群众性庆祝活动。

23 日，四川成都、北京昌平两
地同步举办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主场庆祝活动，共享丰收喜悦、
共赏乡村美景、共尝农特产品、共品
农耕文化，形成了两地联动、南北呼
应、带动全国的浓厚节日氛围。在丰

收节主场活动中，现场发布了 2022
年度“全国十佳农民”、2019至2021
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022
年度“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
等获奖名单。丰收节期间还举办了

“我眼中的丰收”全国少儿农耕主题
绘画作品展评、乡村农民大厨、村歌
大赛、“中国新农民”故事会等系列
活动。

图为9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王
佐镇农民在稻田敲响太平鼓，欢庆丰
收节。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