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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12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比利时首相德
克罗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比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0年
来，两国关系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为两国
人民带来切实利益。习近平主席将同首相先生举行会
见，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深入交换意见。中方

愿同比方一道，坚持相互尊重、互
利共赢、开放包容，落实两国领导
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筑牢
政治互信，深挖合作潜力，为两国
共同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李强指出，中比互为重要经贸
伙伴。中方愿同比方巩固扩大贸易
规模，深化物流和港务合作，积极
促进跨境电商发展。中国欢迎更多
比利时企业来华投资，也支持更多
中国企业赴比投资，希望比方秉持
开放理念、遵循市场原则，为中国
企业提供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
商环境。双方要加强科技创新交流
合作，发挥互补优势，深化环保、
现代农业、生物医药、民用核能、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加强文化、
教育、青年等交流。希望比利时继
续为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德克罗表示，比中是伙伴，两
国经贸合作蓬勃发展，开展了高质
量的对话协商，双方在应对气候变
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目标一致。比利
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

强农食、核能、通信、科技等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
流，扩大共同利益，推动比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作为欧
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支持欧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农食农业等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德克罗举行欢
迎仪式。

新华社北京1月 12日电 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12 日在北
京会见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比方
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比关系保持稳定
发展势头，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
流持续深化，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比建立全方位友
好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要继续
尊重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提升
各领域合作水平，推动两国关系行稳
致远。希望比方在欧盟内发挥建设性
作用，实现中欧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比利时议会加强友

好交往，开展治国理政和立法经验交
流，为各领域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德克罗表示，比方重视两国关
系，希同中方密切沟通，增进互信，
扩大经贸等领域合作，推动比中和欧
中关系持续发展。

蔡达峰参加会见。

李强同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会谈

1月1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
问的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德克罗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赵乐际会见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1月12日，连接江苏常州与泰州的常泰长江大桥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位于常州侧的录安洲专用航道桥顺利
合龙。录安洲专用航道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钢桁拱桥，主跨388米。

图为录安洲专用航道桥合龙施工现场。 吴树建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月12日电 （记
者崔琦） 在 12 日举行的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
前，美国白宫国安会就中国台
湾地区选举问题举行专题媒体
电话简报会。白宫不具名官员
表 示 ， 美 方 坚 持 一 个 中 国 政
策，不支持“台独”，支持两岸对
话。只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
分歧，美方对最终解决方案不
持立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美方有关表
态。”发言人毛宁说，一个中国
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
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
胁，是一条注定失败的不归路。

毛宁表示，美国领导人多
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
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不寻求把台湾问题
作为工具遏制中国。“我们希望
美方恪守承诺，慎重、妥善处
理涉台问题，停止美台官方往
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
出任何错误信号，不得以任何

形式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她说：“如果美方真心希望维护台海和平稳

定，那就应该明确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
统一。”

本报北京1月12日电（记者崔琦） 1月10日至11日，在中
方斡旋和促推下，缅军同果敢、德昂、若开等三家缅北民地武
组织代表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和谈，并达成正式停火协议。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的。
毛宁说，双方同意立即停火止战，军事人员脱离接触，相

关争端和诉求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双方承诺不损害中方边
民和在缅项目人员安全。双方并就停火安排等其他事宜进行了
协商。

毛宁表示，保持缅北停火和谈势头，符合缅甸各方利益，
也有助于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希望缅相关各方认
真落实业已达成的停火协议，彼此保持最大克制，继续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共同推动缅北和平进程取得进展。

“中方愿继续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发挥建设性
作用。”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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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斡旋下，缅甸相关方在昆明达成正式停火协议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生态环境部12日发布消息，为落实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美“21世纪20年
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启动会1月12日以视频形式顺利召开。

双方对工作组顺利启动予以高度评价，并就能源转型、甲
烷、循环经济、低碳省/州和城市等重点合作领域工作进行了深
入、友好的交流。双方商定将按照《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
的阳光之乡声明》共识，在工作组机制下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交
流互鉴，深入开展务实合作。

中 美 气 候 行 动 工 作 组 启 动 会 召 开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2 日电 （记者李晓
明）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 12 日就近期涉
军问题答记者问。

中方愿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与
美军开展交流合作

有记者问，据报道，第 17 次中美国防部
工作会晤近日在华盛顿举行。美国防部发言
人称，美方一直在工作层面与中方保持接
触，双方计划于 2024 年初举行海上军事安全
磋商机制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张晓刚说，关于第 17 次中美国防部工作
会晤，我们已发布了信息。中方对发展中美
两军关系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那就是
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交流合作，推动
构建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两军关系。今年
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45 周年。我们希望美方
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切实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把两国
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落到实处。

美方应停止一切危险挑衅行径

有记者问，据美媒援引美军方官员言论
称，自去年 10 月以来，两军未再发生重大舰
机危险接近事件，显示双方军事紧张正趋缓
和。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张晓刚指出，中美海空军事安全问题的
根源，在于美军舰机跑到中国家门口滋事挑
衅，在中国周边海空域进行长时间、大范围、
高频度的抵近活动。中国军队依法依规进行反
制，有关行动正当合理、专业克制。美方需要做
的是，停止一切危险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
兵力活动，这才是避免海空意外事件的根本之
策，这才能够切实为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创造有利条件。

坚决反对菲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
滋事搅局

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菲武装部队和美印
太总部在南海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菲陆军总司

令认为本次联合巡航标志菲美联盟及两军协同
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
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位南海海域也进行了例行巡
航和海空联合演训。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张晓刚说，我们一贯主张，国家间的防
务合作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得破坏地区
和平安全。菲方拉拢个别域外国家在南海搞
所谓的“联合巡航”，不过是想借助外部势力在
南海滋事搅局，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破
坏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菲方打消投机冒
险心理，停止不负责任的渲染炒作。中国军
队将保持高度警戒，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民进党当局买美国武器无法阻挡
祖国完全统一大势

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现役140架F—16V
block 20战机已全部升级，2026年前还要向美采购
66架F—16V block 70战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张晓刚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花
台湾老百姓血汗钱买美国武器，无法阻挡祖国
完全统一大势，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
境。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将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
分裂图谋，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

1月 12日，随着满载
25 组集装箱货物的班列
从泸州港站缓缓驶出，四
川西部陆海新通道江铁海
联运班列成功首发，将抵
达马来西亚巴生、越南海
防及孟加拉国吉大港等
地。此趟班列将有效压缩
运输时间和成本，满足企
业定制化需求。

胡志强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李国
利、邓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介绍，1月12日16时02分，天舟六
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
控再入大气层，绝大部分器件将在再
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少量残骸

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是中国改进型

货运飞船首发船，货物装载能力首次突
破7吨，是目前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
最大的货运飞船，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
21 时 22 分发射升空、5 月 11 日 5 时 16
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1月12日，《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多语种图
书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发布，该书通过一百件文物，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内涵。本次活动发布了该书汉文版、英文版等5种版本。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天舟六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2024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
子展（CES）9 日至 12 日举行，来自全
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家企
业参加这一年度科技盛会。近年来，中
国企业一直是 CES舞台上的生力军，
今年上千家中国企业“出海”参展，在
屏幕显示、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电动
车、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彰显中国“智
造”的硬实力。

今年参展的中国企业既有海信、
TCL、京东方、联想等知名企业，也
有众多首次亮相的初
创企业。

在拉斯维加斯会
议中心中央馆，海信、
TCL 等 企 业 占 据 了
展馆中心位置，庞大
的展示区挤满观展和体验的人群。TCL
推 出 115 英 寸 全 球 最 大 QD—Mini
LED巨幕电视，以及搭载新一代护眼
显示技术的手机、增强现实技术眼镜
等产品。海信的最新 100 英寸“卷曲
屏”激光电视、小型超轻薄激光电视等
通过极致画质、大尺寸屏幕和生动的
视觉效果，刷新沉浸式视听体验。获得

“2024 CES 创新奖”的海信车用激光
显示技术，则展示了激光显示在车载
领域的极大潜力。

作为领先的物联网创新企业及全
球显示领域的龙头企业，京东方展示

了氧化物、柔性OLED、8K、Mini LED
和BD Cell等一系列前沿显示技术及
车载应用产品。其中备受关注的创新
产品是搭载于吉利全新纯电动车上的
45 英寸 8K 高清一体式贯穿长屏，带
给驾驶者88度广视角以及8K沉浸视
觉体验。

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应用是今年
展会最大的热点。联想集团携 40 多
款基于人工智能的全新设备与解决方
案亮相，涵盖众多个人电脑产品系

列。这些人工智能赋能的设备不仅具
备强大的性能和高效运算力，还结合
了大模型来实现通用场景下的个性化
服务。

展会上，中国企业汉阳科技的一
款全能庭院“小帮手”吸引了观展者的
目光。这款庭院机器人能够全季节、多
场景作业，不仅可以除雪、割草、清理
树叶，还能司职巡逻“保安”，甚至提供
拖车功能。

电动车也是此次展会的热点之
一。首次亮相 CES展会的中国电动自
行车及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爱玛发布

了最新的跨骑产品“机甲师”及电动自
行车新品。炫酷街车造型、简洁线条
感、声浪模拟器、7色氛围灯光……发
布会现场，这款主打年轻群体的跨骑
产品，以其未来科技感吸引众多国际
展商目光。

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科技创新是关键，中国企业的创新能
力也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德国电动滑板车制造商特里特布
雷特公司的营销经理亚辛·哈吉告诉

记者，中国在电动车
和电动自行车领域实
力雄厚，设计方面有
前瞻性，技术走在世
界前列。

“如果没有中国
的创新，我们在德国就不会走得这么
远，因为我们的许多技术，我们与许多
跨国公司的合作，都是在中国奠定的
基础。我们希望继续和中国伙伴加强
合作。”哈吉说。

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
表示，CES 舞台上中国企业展示的科
技含量和产品层次较几年前有了很大
提升。“这体现了中国企业参展 CES
的一个趋势转变，从数量和规模到产
品高端化、技术创新的转变。”

（据新华社拉斯维加斯1月11日
电 记者谭晶晶、黄恒）

中国“智造”闪耀CES舞台

本报河内1月 12日电 （记者杨
晔） 1 月 11 日，越南国家主席武文
赏在河内会见率中共代表团访越并
出席第十八次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李书磊。

李书磊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国家
主席对武文赏国家主席的亲切问候。
李书磊说，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开启了中越关系发展新阶段。中方愿
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
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交
往、深化合作，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
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武文赏请李书磊转达对习近平
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良好祝愿，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访越是越中关系发展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越方将发展对
华关系作为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

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各
领域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社
会民意基础。

访越期间，李书磊还分别会见越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
主席阮春胜，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年，同越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阮仲
义进行会谈，出席加强中越学术文化
交流座谈会。以“现代化建设中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和做法”为主题
的第十八次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 12
日在胡志明市举行，李书磊出席并作
主旨报告。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会见李书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