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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9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赵乐际 19日在北京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苏林，斐济总理兰布卡。

在会见苏林时，赵乐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
主席同你举行富有成果的会谈，为今后一个时期中越关
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越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
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遵循，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
深走实，为各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中国全
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共同落实好双边合作协议，用好对
口交流机制，推进多渠道合作，加强立法、监督经验交
流，为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苏林表示，越方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战略选
择和头等优先，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立
法机构交往，深入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

共同体。
张庆伟参加会见。
在会见兰布卡时，赵乐际表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

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中斐关系已成为大小国家平等相
待、友好合作的典范。中方高度赞赏斐方长期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愿同斐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
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持续拓展全方位互
利合作，推动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中国全
国人大愿同斐济议会继续加强各层级交流交往，及时批
准相关法律文件，为双边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兰布卡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斐中关系的基石，斐
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和理念，愿同中
方加强贸易、减贫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
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9日宣
布：应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邀
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 8月 20日至 23日赴俄罗斯主持
中俄总理第二十九次定期会晤并访问俄罗斯、白俄罗斯。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邵艺博、刘杨） 应俄
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 8 月 20 日至 23 日赴俄罗斯主持中
俄总理第二十九次定期会晤并访问俄罗斯、白俄罗
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此
访有关安排。

毛宁说，今年是中俄建交 75周年和“中俄文化年”
开启之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排除外部

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是推动落
实两国元首共识、统筹推进双方务实和人文合作的重要
机制，自1996年成立以来每年举行。访俄期间，李强总理
将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共同举行中俄总理第二十九次
定期会晤，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毛宁表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
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和推动下，中白关系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李强总理访白期间，将同白俄
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
作深入交换意见。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 8 月 19 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高水平开
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和 《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4 年版）》，审议通过

《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条例 （草案）》和《城市公共交通条
例 （草案）》，研究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措施，决定核准江苏徐圩一期工程等五个核电项目。

会议指出，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的必然要求。要提升服务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促进人才、资金、
技术成果、数据等资源要素跨境流动。要推进服务贸易
重点领域创新发展，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融
合，支持金融、咨询、设计、认证认可等专业服务国际
化发展，打造新的服务贸易增长点。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全面取消制造
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抓紧推进电信、教育、医疗
等服务领域开放。要适应新形势优化吸引外资政策，及
时回应外商合理诉求，在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务保障

等方面出台更多务实举措。
会议审议通过 《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条例 （草案）》，

要求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重点关注
地方和部门立法与上位法不一致、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损害营商环境等问题，优质高效做好备案审查工
作。会议审议通过《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草案）》，要求
结合条例出台实施，切实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效
率和安全管理水平。

会议指出，要大力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强化
财税、金融、科技、产业、人才等政策协同，全链条支持企业
创新发展。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完善梯度培育、要素保
障、公共服务等机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以实施
大规模设备更新为契机，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会议强调，安全是核电发展的生命线，要不断提升
核电安全技术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全链条全领域
安全监管，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促进行业长期健康
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 强 主 持 召 开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审议通过《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4年版）》，审议通过《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条例（草案）》和《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
研究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决定核准江苏徐圩一期工程等五个核电项目

李强将赴俄罗斯主持中俄总理第二十九次
定 期 会 晤 并 访 问 俄 罗 斯 、白 俄 罗 斯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相关安排

赵 乐 际 分 别 会 见 越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国 家 主 席 苏 林 ，斐 济 总 理 兰 布 卡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王沪宁 19日在京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苏林。

王沪宁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就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作
出战略部署，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
同越方携手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

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一
道，为此作出积极努力。

苏林表示，越方始终铭记并衷心感谢中方对越南民族
解放和国家发展给予的巨大帮助，将不忘初心，以越中两
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巩固提升越中
各领域合作，建设好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胡春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王沪宁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
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营造尊
医重卫的良好社会氛围，广泛凝聚
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更好保障人
民健康，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
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 2024年“最美
医生”。

朱兰、姜楠、陈静、翁心华、余家
军、林丽珠、邓桂芳、李伯藩、侯新琳、
毛里夏里甫·哈帕 10 名个人和活跃
在全国各地的老年护理团队光荣入

选。他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以仁心仁术为人民健康服务，
有的致力于推动医学科技创新，长
期奋战在医学科研第一线；有的专
注于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独特优
势，积极促进中医药传承发展；有
的投身于妇女儿童健康事业，以精
湛的医术、优质的服务增进妇儿健
康福祉；有的扎根于农村社区服务
农民健康，用无私的奉献夯实基层医
疗卫生网底；有的立足于鼠疫防控工
作岗位，以敬业的态度筑牢公共卫生
安全防线；有的倾情于老年护理工

作，全心全意关爱照护老
年患者……他们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崇高职业精神。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医
生”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从不同
侧面讲述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感悟。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
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医生”证书。

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纷纷表
示，要以“最美医生”为榜样，立
足岗位、钻研医术、弘扬医德，积
极投身健康中国建设，大力普及科
学健康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
式，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为群众提
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不断增
强人民幸福感。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联合发布2024年“最美医生”

据新华社“深海一号”8月19日电 （记者王聿昊）
19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搭载潜航员傅文韬、赵晟
娅以及来自哥伦比亚的科学家海梅·安德烈斯，在西太
平洋海域完成 2024 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的第 2 潜次
作业，这是“蛟龙号”首次搭载外国科学家下潜作业。

据傅文韬介绍，当天的下潜在西太平洋海域一座尚
未正式命名的海山山坡进行，重点对底栖生物和水体环
境进行调查，观察拍摄了海底生物分布情况，采集到多个
品种的海参、海绵、冷水珊瑚以及底层海水、沉积物等样
品。当日最大下潜深度为3333米，水下作业约6个小时。

从事海洋生态保护研究的安德烈斯说，此次下潜是他
最宝贵的人生经历，船上各个团队的成员都给予他大力支
持。“中国的潜航员不仅精通潜水器驾驶，还是海洋生物专
家，他们带领我辨认了很多海底生物，采集到长度近半米
的海参等代表性样品，我们高效完成了科学目标。”

中外科学家计划在西太平洋海域借助“蛟龙号”进
行18次下潜作业，围绕海山这一深海典型生态系统和环
境开展调查。

首次搭载外国科学家下潜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9 日电
（记 者任沁沁、余俊杰）“China
Travel”在外网火了。今年前 7 个
月，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1725.4
万人次，同比增长129.9%，越来越
多的外国人加入“中国游大军”。

国家移民管理局19日发布最
新统计数据：前 7 个月，全国口岸
出入境人员 3.41 亿人次，同比增
长 62.34%；各口岸签发口岸签证
84.6 万证次，同比上升 182.9%；来
华旅游外国人预计拉动消费超
1000亿元。

这个夏天，一大批外国博主
自主拍摄发布在中国旅游的所见
所闻，浏览量在外文网站已破10
亿，掀起一股“中国风”。

“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成为
外国游客说来就来游中国的‘流
量密码’。”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
长刘海涛说。

110 余项便利外籍人员来华
政策措施，持续优化入境免签、
过境免签、口岸签证政策……更
多外籍人员来华，亲身感受新时
代中国之美。

“方便来”。144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已增至37个口岸、54个国家。
过境免签政策自 2013 年 1 月开始
实施，适用的国家、实施口岸、停
留期限、活动区域不断优化。

“多样来”。我国相继推出港
澳地区外国旅游团入境广东 144
小时免签、东盟国家旅游团入境广
西桂林144小时免签、59国人员入
境海南 30 天免签、沿海省份外国
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15天免签等

政策。近期又出台港澳地区外国
旅游团入境海南 144 小时免签政
策，惠及外籍游客590多万人次。

“引进来”。进一步放宽口岸
签证申办条件，为外籍商贸投资
人士提供再入境签证等多项便利
服务，保障外籍商务人员想来即
来、想留可留。

欢迎大家有空来中国，中国
始终向大家敞开着大门。这是一
份发向世界的邀请。

“China Travel”有多火？

前7月超1700万人次外国人“游中国”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9日
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越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

李强表示，中越两党两国有着“同志加兄弟”的深厚
感情，中方始终把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习近平
总书记、国家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具有战略
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今
后一个时期的中越关系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中方愿同
越方赓续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围绕“六个更”总
体目标，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深入，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李强指出，中越经贸联系紧密、产业互补性强，合作
空间广阔。中方愿同越方坚定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加快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提升
互联互通水平，扩大贸易投资规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能源、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推动两
国合作提质升级。中方愿同越方共同办好明年两国建交
7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深化文旅、教育、卫生等人文交流，
促进两国人民更加相知相亲。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东
盟、澜湄合作等多边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进三大全球倡
议框架内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
经济全球化，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苏林表示，越方始终将对华关系视为越南对外政策
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越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流，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
易、投资、交通、旅游、教育、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
作，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吴政隆参加会见。

李强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

国产盾构机国产盾构机

创水下掘进最深纪录创水下掘进最深纪录

本报北京8月19日电（记者李心萍） 8月 19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海底隧道盾构机“深江 1 号”完成掘进任务，顺利抵达海平面下 106
米，这是中国大盾构水下掘进的最深纪录，也是世界高铁盾构隧道掘
进的最深海底纪录。工程建成后，中国高铁将在百米海底飞驰。

全长13.69公里的珠江口隧道是深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深江1
号”盾构机从东莞向广州南沙方向掘进 3.59 公里，先后穿越 13 种地
层、5种复合地质。

图为百米海底盾构管片拼装现场。 范少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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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海一号”电（记者王聿昊） 船时 8 月18
日 13时许 （北京时间 11时许），深蓝色的西太平洋海面
上，“蛟龙号”搭载科学家许学伟、潜航员齐海滨和张奕
完成航次首潜，这是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首台
7000米级大深度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第300次下潜。

据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首席科学家、国家深海基地
管理中心副主任许学伟介绍，这次下潜在西太平洋海域一
座尚未正式命名的海山进行，主要任务是观察及拍摄海山
山坡到山顶的海底生物分布，采集生物、水体、地质样品和
环境参数数据，并全面测试潜水器的各项功能。

“蛟龙号”带回了 4K 摄像机拍摄的高清视频，以及通
过虹吸取样器、生物网兜、微生物原位富集装置等“三头六
臂”带回的一系列样品。“蛟龙号”从深海拍摄的画面被展
示在大屏幕上。2000米的深海宁静而漆黑，“蛟龙号”发出
的一束光照亮前方的海底，顺着光照的方向，不时有白色
的颗粒匆匆划过。“海底微生物无法通过肉眼看到，但它们
与漂浮在海水中的微小颗粒物聚集，形成颗粒般的‘海洋
雪’，它们也是海山生物的主要食物来源。”许学伟说。

顺利完成 300 潜

“蛟龙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