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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莫斯科3月 20日电 （记者
杜尚泽、姜赟） 当地时间 3 月 20 日
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
莫斯科，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对
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下午 1 时许，习近平
乘坐的专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专
机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时，俄罗斯
副总理切尔内申科等政府高级官员在
舷梯旁热情迎接。

俄方在机场举行隆重迎宾仪式。
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习近平检阅
俄罗斯三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俄罗斯政府和人

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
强调，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
邦。双方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
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双
边关系，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典范。
中俄关系发展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为世界发展进步作
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俄同为世界主
要 大 国 和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常 任 理 事
国 ， 在 国 际 事 务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中方愿
继续同俄方一道，坚定维护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世
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
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
硕成果，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
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
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等陪
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也到机
场迎接。

习 近 平 抵 达 莫 斯 科
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本报北京 3 月 20 日电
（记者王政） 记者近日从工信
部获悉：2022 年，我国全部工
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
占 GDP 比重达到 33.2%；其中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27.7%，制造业规模连续 13 年
居世界首位。

据介绍，我国拥有41个工
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
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
业门类的国家。65家制造业企
业入围 2022 年世界 500 强企
业榜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
到7万多家。

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15.5%，装
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 31.8%。新能源汽
车、光伏产量连续多年保持
全球第一。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加快，已培育 45 个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加快
建设。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

大、技术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全国在用数据中
心超过 650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
二。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8.6%，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77%。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0日电 （记者邹多
为） 记者从20日国新办举行的“权威部门话
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海关
最新数据看，2 月下旬以来，我国出口用箱
量在持续增长。

据介绍，从规模上看，前两个月出口总
值创历史新高，增长0.9%，比预期要好。进
出口总值超过 6万亿元，这在历史上是第二
次。从构成上看，疫情期间我国率先复工复
产，防疫物资和“宅经济”产品出口大幅增

长，抬高了外贸基数；从趋势上看，按周监
测，2月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明显回稳，2月
最后一周比前一周环比增长超过 15%；从周
边国家情况看，与周边已经公布数据的经济
体相比，我国外贸表现是好的。

关于全年外贸形势，据介绍，海关在密
切监测外贸发展形势。比较来看，我国竞争
优势依然明显，随着我国经济形势整体好
转，外贸前两个月平稳开局的势头有望保持
下去。

3月20日，重庆梁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稻田湿地与湖泊、城市互为交融，
构成一幅湿地美、生态靓的和谐美景。

高小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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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2月下旬以来中国出口用箱量持续增长

本报莫斯科3月20日电（记者
于宏建、肖新新） 当地时间3月20日
下午，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约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
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抵达时，克里姆林宫司
令在下车处迎接。普京总统同习近平
热情握手并合影。两位元首就中俄
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
入、坦诚的交流。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应普京总
统邀请，再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
问。十年前我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
出访就选择了俄罗斯，至今记忆犹
新。十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了
密切联系。无论是我在中共二十大
上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还是前不
久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你都第
一时间给我发来贺电，我深表感
谢。俄罗斯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
在你坚强领导下，俄罗斯发展振兴
取得长足进展。我坚信，俄罗斯人
民一定会继续给予你坚定支持。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发展到
今天，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作为
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

俄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
中都占据优先地位。中国历来奉行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中俄关系
巩固好、发展好，是中方基于自身
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战
略抉择。中方同俄方加强战略协作
的大方向坚定不移。中俄都致力于
实现国家发展振兴，都支持世界多
极化，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双
方要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
合，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做世
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普京热烈欢迎习近平对俄罗斯
进行国事访问，对习近平连任中国
国家主席再次表示热烈祝贺。普京
表示，过去十年来，中国各方面发
展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归功于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
也证明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的优越。我坚信，在习近平主席坚
强领导下，中国必将继续发展繁
荣，顺利实现各项既定宏伟目标。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俄中关
系在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俄
方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双边务实合

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
作，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
主化进程。

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习近平强调，在乌克兰问题
上，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积
聚，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
势，主张劝和促谈，反对火上浇
油。历史上看，冲突最后都需要通
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不久前，中方
专门发表了立场文件，呼吁政治解
决乌克兰危机，反对冷战思维，反
对单边制裁。我们认为，越是困难
重重，越要为和平留下空间；越是
矛盾尖锐，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
中方愿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
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普京表示，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
国际问题上一贯秉持公正、客观、平
衡立场，主持公平正义。俄方认真研
究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的立场文件，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
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两国元首表示，期待明天再次
会谈，规划未来一个时期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蓝图。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新华社莫斯科3月20日电 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
问之际，《平“语”近人——习近平
喜欢的典故》第二季 （俄语版） 在俄
罗斯各大主流电视台上线开播。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典故》第二季 （俄语版） 选取习近平
主席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
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围
绕“实干”“忠诚”“诚信”“共享”

“绿色”等主题，生动展现习近平主席
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以民为本、家

国天下的深沉情怀，提炼阐释博大精
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新时代内
涵和全球化价值。

据悉，《平“语”近人——习近平
喜 欢 的 典 故》 已 编 译 成 俄 、 英 、
日、韩、西等多语言版本发布。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 二 季（俄 语 版）在 俄 上 线 开 播

擘画中俄关系发展愿景 为世界和平进步提供启迪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

当地时间3月20日下午，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当地时间3月20日下午，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当地时间3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下午1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专机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时，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等
政府高级官员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俄方在机场举行隆重迎宾仪式。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这是习近平检阅俄罗
斯三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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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曲哲涵） 财
政部日前公布今年前两月财政收支情况。财
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2月累计，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2%，主要是2021
年末缓税收入在去年初入库，抬高了基数。
扣除高基数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2%左右，财政收入开局总体
平稳。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同比增长7%，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民生
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数据显示，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45642亿元，同比下降1.2%。其中，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21750亿元，同比下降4.5%；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23892亿元，同比增长
2%。全国税收收入39412亿元，同比下降3.4%；非
税收入6230亿元，同比增长15.6%。1—2月累计，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0898亿元，同比增长
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4236亿
元，同比增长 8.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662亿元，同比增长6.8%。

前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7%
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