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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 《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文稿 37 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
公开发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从中
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
上的伟大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
领导，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
系，与时俱进修改宪法，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人大

工作会议，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推动人大工
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
系统总结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持
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
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坚
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根本
遵循。

（习近平同志 《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主
要篇目介绍见第二版）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出版发行

日前，由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撰写
的 《全球发展报告 2024》 在北京正式发布。
来自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等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多国驻华使节和中
国政府有关部门及智库等的 150 余名代表出
席了本次报告发布活动。

《全球发展报告 2024》 以“动荡变革的
世界：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为主题，
深入阐释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世界面临
的共同挑战，探讨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
的总体思路和主要路径。与会代表对报告
予以积极评价，并高度肯定中国为推进全
球发展事业所作的贡献，认为中国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等顺应全球发展呼声，有助
于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回
正轨，为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中国动力。

“有助于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凝聚更多发展共识”

发布 《全球发展报告》 是中方落实全
球发展倡议的一项重要举措。《全球发展报
告 2024》 是中方发布的第三份年度报告。

合力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合作、加
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以包容性增长
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合作应对全球粮食安
全挑战、携手应对全球卫生健康挑战……

《全球发展报告 2024》 聚焦全球发展事业面
临的最紧迫挑战，提出了具体的应对建议。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报告内容详实、数据
丰富，对国际社会凝聚发展共识、应对共
同挑战、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具有积极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
际发展知识中心第一副主任张来明在致辞
中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经济面临多种风险挑战，凝聚起国际
社会携手应变的共识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
要前提。编发 《全球发展报告》，就是致力
于增进国际社会对全球发展的共同认识，
为促进全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全球仍有
近 7 亿 人 生 活 在 极 端 贫 困 状 态 ， 联 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远未实现。《全
球发展报告 2024》 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
球性挑战提出了思路和具体举措，有助于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凝聚更多发展共识，推
动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埃及总理信息
技术顾问、内阁信息与决策支持中心主任戈哈里表示。

“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指向了一个重要目标：通过
全球合作，实现包容、公平、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发
展，造福地球上 80 多亿人。”印度新南亚论坛创始人、
知名学者库尔卡尼表示，《全球发展报告 2024》 旨在落
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消除发展赤字，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不仅致力于实现自身发展，还
致力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积极助力非洲国家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农业科技
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
设，从减贫教育到数字经济，中国始终是支持全球发展
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全球发展报告 2024》 列举的
中国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务实举措，引发与会代表
热议。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组织南方中心执行主任
卡洛斯·科雷亚表示，中国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并增加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中

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为推进全球
南方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国际关系研究员穆罕默德·扎克万表示：

“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共同发展，
考虑各国人民实际需求。中国不仅致力于
实现自身发展，还致力于推动全球共同发
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中国已经实现 8 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提前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
为全球减贫事业带来深刻启示。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国际政策、经济
关系及研究部主任若泽·布兰多表示，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巴西
将抗击饥饿与贫困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就
是希望各国能分享经验、知识、技术和实
践，为减少饥饿和贫困贡献智慧。中国率
先加入了“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中
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将为其他
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埃塞俄比亚前高级部长阿尔卡贝·奥
克贝 1997 年首次来华，迄今已到访中国百
余次。“数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占同期全
球减贫人口总数 70％以上，中国为人类减
贫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表
示，中国在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积极推
进南南合作，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中
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促进跨境贸易，
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实现
现代化提供助力”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 3 年多来，已经动员
近 200 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 1100 多个
项目。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
展倡议，80 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
之友小组”。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常务副主任王
金照介绍，《全球发展报告 2024》 提出，要
发挥全球发展倡议等全球性倡议的“加速
器”作用，合力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重回正轨。

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常启德表
示，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
一致，自 2021 年提出以来已取得重要进展，许多国家支
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结合当地需求和各国情况，
打造全球发展倡议的伙伴关系，我们就能加速推进可持
续发展，尤其是在减贫、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数字转
型、融资发展等关键领域。”

奥克贝参加了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他
说，中方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
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现代化，

“这些主张都与全球发展倡议高度契合”。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提供助力。”奥克
贝表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我们应当坚持多边主义
而非单边主义、开放主义而非保护主义、多极世界而非
单极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实
现各国人民的发展愿望。”

布兰多表示，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
一阶段会议上，中方宣布了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
包括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支持非洲发展、支持减贫和粮
食安全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将进一步促进全球包容发
展，为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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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何而来，一直是科学家探
索的重要课题。

12 月 8 日，国内外近百位专家共
同参与的2024华龙洞遗址学术研讨会
发布成果，提出华龙洞人是东亚地区
向智人（现代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

华龙洞遗址为探索东亚地区现代
人演化过程提供了哪些重要支撑？

1988 年，安徽省东至县尧渡镇汪
村村的村民在修建羊圈时发现大量碎

骨化石。后经多次系统发掘，一个研究
人类演化的“宝库”逐渐揭开面纱。华
龙洞遗址是继周口店遗址之后，在中
国发现的同时包含人类化石和石制品
等人类活动证据的重要古人类遗址。

从已发现的人类化石来看，人
类大致经历了南方古猿—能人—直
立人—智人的演化历程。例如，在

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猿
人，就属于直立人。综合分析结果显
示，华龙洞人生活在约 30 万年前，
这一时期正是古老型人类向现代人演
化的关键时期。

“同时，华龙洞遗址发现的化石
数量多、种类丰富，其中还有保留了
完整人类头骨和下颌部的珍贵化石。
这些都令华龙洞遗址具有巨大的科研
价值。”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院士说。
为何判断华龙洞人是东亚地区向

智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
长相是关键！
2015 年，华龙洞出土了一件完

整人类头骨，研究人员复原了她的容
貌，发现这个 13 岁左右的“东至姑
娘”长得有点“现代”：凹陷的眉间、

较深的泪腺窝等。她还有和现代人相
似的下巴，而下巴被认为是现代人的
标志性特征。

“呈现这么多现代人面部特征的
古人类化石，此前在中国乃至东亚同
时期人类化石记录中从未有过。”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吴秀杰介绍，这说明，东亚地
区人类从古老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演化
过渡，大约 30 万年前已经在华龙洞

率先发生，比以往认知提早了 8 万年
至 10万年。

当年华龙洞人的生活怎么样？
约 20 个个体的古人类化石，400

余件石制品，大量具有人工切割、砍砸
痕迹的骨片，以及大熊猫、剑齿象等
80 余种脊椎动物化石……这些发掘
成果显示，当年华龙洞附近很热闹。

“有老有少 20 多口人的大家庭生
活在此，他们捕猎、采摘果实，各有
分工，甚至还辟出专门的餐厅。”吴
秀杰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刘武介绍，华龙洞遗址
距离发现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的马鞍
山和县、南京汤山等地都很近，说明
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适宜、物种
丰饶，适宜人类生存、繁衍。

“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华龙洞遗
址将持续给出有力实证。”徐星说，
科研人员正在抓紧对出土化石进行多
学科研究，未来还将逐步扩大发掘范
围，为探索人类起源、演化之谜给出
更多“中国答案”。

（新华社合肥 12 月 8 日电  记者
陈诺、张泉）

华龙洞！东亚人从这里走来

图为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的华龙洞遗址。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本报北京 12 月 8 日电 （记者葛
孟超）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11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为 32659 亿美元，较 10 月末上升 48
亿美元，升幅为 0.15%。11 月，受主要
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宏观经济数据

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金融
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
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
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回升势
头增强，市场信心改善，将继续为外汇
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截至11月末外汇储备规模32659亿美元

12月8日，重庆市巫山县，大宁河两岸红叶正艳，呈现“绿潭红树影参差”的诗意美景。图为游船畅游在红叶映
衬下的大宁河。 王忠虎摄 （人民图片）  

本报北京 12 月 8 日电 （记者欧
阳洁）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京
东集团联合发布的 2024 年 11 月份
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5.5 点，较
上月提高 0.5 点，创近 7 年新高。分

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
务 量 指 数 、 物 流 时 效 指 数 等 有 所
上升。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小幅上
涨。11 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

数为 134.1 点，比上月提高 0.4 点。
分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地区总业务
量指数均有所上升，其中东北部地
区升幅最大，上升 2.3个点。

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继续
上升。11 月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
量指数为 134.5 点，比上月提高 2.3
点。分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地区农
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上升，西部地
区上升幅度最大，上升 3.8点。

11月电商物流指数为115.5点
创近 7 年新高

12 月 7 日 ，中
交一公局集团国道
108 项目襄汾—曲
沃 段 主 线 全 线 贯
通，为年底全线通
车奠定良好基础。

图为在山西省
临汾市曲沃县国道
108 项目北董互通
附近拍摄的新建公
路景色。

李现俊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