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屹 电话:5325920 5325924

时 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
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创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
思想为指引，中国外交牢牢把握服务
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
帜，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
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
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为人类前途命运指引方向

2015年 9月，纽约联合国总部，第
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指
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 2013 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到 2017 年在日内瓦万国宫，再
到 2019 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大
国际场合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高票通过！2021年 11月，“人类命
运共同体”写入第76届联合国大会裁
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不首先在外空部
署武器”决议。这是联大决议连续5年

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载入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国家宪法，到多次写入联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
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
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得到国
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
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
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
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
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
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
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2022年 9月，中亚，习近平主席
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
事访问。

其间，习近平主席分别同两国元首
就在双边层面启动践行命运共同体理
念达成重要共识。

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到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再到柬埔寨、老
挝……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同中国构
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的世界意义和
实践伟力日益彰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
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
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希腊前总
统帕夫洛普洛斯如是评价。第71届联
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指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
上的唯一未来”。

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新路径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习近平主
席为“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给出的中国
答案。

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
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

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中国致力于
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推进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明确提出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
美关系三点原则，打造中欧和平、增长、
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在周边外交方面，召开新中国成立
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按照亲
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
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稳定
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方面，从非洲
到中东，从拉美到太平洋岛国，众多发
展中国家都流传着习近平主席同大家
平等交往、共谋发展的佳话。中国秉持
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
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机制
实现全覆盖。

这些年，习近平主席先后40多次
出访，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国内外
主持和出席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活动，
接待访华国际政要数百位，同各国社会
各界保持广泛接触，引领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如今，中国已同181个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同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
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谱写开放合作的时代篇章

2022年 1月，全球疫情延宕反复、
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剧之时，习近
平主席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
会议，发表演讲强调：“经济全球化是时
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
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中
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
迷茫困顿的世界注入强大信心与动力。

2013年金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期
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
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
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
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
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
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
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
最高目标。”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2021年12月3日，老挝全国上下洋
溢着节日般的喜庆。当天，中老铁路正
式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
万象，全长 1035公里。作为两国共建

“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这条铁路的开
通，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
梦想终于成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
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实

打实、沉甸甸的成就：雅万高铁、瓜达尔
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
基本形成；因为“一带一路”，马尔代夫
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有了自
己的轿车制造业，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
钢厂重现辉煌……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同140多个
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
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
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
国际合作平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
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
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中
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

这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和建设的主动作为——

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
和投票权跃居第三位，到发起成立亚
投行、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
再到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
篮子……中国已从全球金融体系的普
通参与者，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和变革的“发动机”。

这 是 以 天 下 为 己 任 的 情 怀 和
胸襟——

中国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落
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生物多
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等多边议程；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多次提
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国际主张，提出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碳达
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2016年9月，钱塘江畔，大潮涌动。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
治理观。发展，在此次峰会上第一次被
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会议
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从上合
组织青岛峰会到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从博鳌亚洲论坛
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北京世园会，从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到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第一阶段会议……一场场主场外交，
记录着中国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凡历程。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共建“一
带一路”；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到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从深化
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到支持世
界抗疫、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一项项倡议主张，一个个实际行动，彰显
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
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作为和担当。

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容。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
边，必将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
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冯歆然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服务民族复兴 促进人类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开展

9月25日拍摄的重庆海尔洗碗机互
联工厂生产作业现场。

当日，设计年产能100万台的重庆
海尔洗碗机互联工厂正式投产。重庆
海尔洗碗机互联工厂位于重庆市江北
区港城工业园，总建筑面积 4.2 万平方
米，依托 5G、工业互联网等先进技术，
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在保
证产品品质的同时有效提升生产效率，
预计达产后年产值20亿元。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洗碗机互联工厂投产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记者
张辛欣）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我国工
业软件产品收入1219亿元，同比增长
8.7%，持续保持增长态势。

工业软件的发展对推动工业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很重要。近年来，我

国强化对工业软件的政策支持，扎实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动工
业软件应用，加快培育工业软件领军
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近
年来，我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稳步壮
大，供给能力有效提升，发展环境持

续优化，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有力支撑。2019 年至 2021 年，全国
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8.5%。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我国有54.2万余家工业软件相关
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

副司长王建伟表示，下一步，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与有关部门加强配合，在
工业软件应用推广、产品攻关、生态
构建等方面协同发力，聚焦关键产品
持续攻关核心技术，加快补齐短板弱
项，孵化一批工业软件开源项目，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7月我国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7%

（上接第一版）对风险点一遍遍“过
筛子”，对重大隐患“回头看”，确
保重大风险有效化解；要持续加大
执法监管力度，依法依规重拳打击
违法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安全生产
良好氛围。

张君毅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
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生产企
业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分兵把

守、履职尽责，确保安全生产各项举
措见人见事、落细落实。要强化督查
督办，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情况进
行“回头看”，落实清单式、闭环化
管理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加强实
战演练，提高专业指挥和安全救援能
力；要强化问责问效，对责任不落
实、工作开展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上接第一版）

千人登台 万人传唱

这是群众的节日，也是群众的
舞台。

十年来，艺术的盛会上，有戏曲名
家登台献艺，有优秀青年演员崭露头角，
有师徒同台演出，有不同曲艺剧种演员
联袂演出，还有民间班社、草根演员以及
来自五湖四海的黄梅戏戏迷登上艺术大
舞台。今年还将有少年儿童的经典传唱、
黄梅戏校园课间操展演等艺术。

这是一个戏曲交流的舞台，更是
一个与民同乐的舞台——

2014年，25台精品小戏参加全市
黄梅戏小戏小品展演，民营院团首次

登上剧目展演舞台；
2015年，草根院团走上“文化舞

台”唱大戏，20多家民间班社和业余
团体近千名演员走上舞台，奉上18场
专场演出。全国戏迷联谊会——八方
贺黄梅，各地戏迷们登台唱戏、一展
风采；

2016年，首次举办地方稀有剧种
展演，怀宁怀腔、潜山弹腔、岳西高腔、
望江龙腔、宿松文南词、太湖曲子戏
等，我市的6个地方稀有剧种复排剧目
在展演周舞台上集中展示。还有来自
全国的千余名戏迷齐聚安庆，自演自
乐，共享黄梅盛会；

2017年，9家民营“百佳院团”汇聚
怀宁县石牌镇，开展优秀黄梅戏传统
剧目的集中展演；

2018 年，首次邀请江西的采茶
戏、西河戏，湖北楚剧，江苏锡剧，
山东吕剧，安徽的徽剧、傩戏、青阳
腔、庐剧等14个非遗传统戏曲在艺术
节期间展演；

2019年，“八方贺黄梅”全国戏迷
联谊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千余名
戏迷票友集聚安庆、切磋技艺，开展户
外交流演出14场、戏迷联谊晚会1场，
形成“立足安庆、辐射全国”的品牌效
应和“天天有戏、处处传唱，千人登台、
万人传唱”的集聚效应；

2021年，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
黄梅戏、锡剧、京剧、昆剧、婺剧等知名
院团同台共演经典剧目《雷峰塔》，五
大剧种联袂致敬经典。

在艺术节、展演周的大舞台上，各

大剧种和多种艺术表现形式、黄梅戏
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黄梅戏名角和
草根同台“唱起来”，艺术在互动交流
中创新发展。

“艺术节的舞台，我们能登上
去，演一场大戏，感到很幸福。”“安
庆就是戏曲艺术的朝圣地，能来这里
演出、展示、切磋，我们感到非常荣
幸。”“将百姓身边的故事，以大家喜
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出去，满满的正能
量。”“这么多剧种集聚安庆，精彩绝
伦、大饱眼福。”

十年惠民乐民，宜城处处唱黄
梅。丰厚的戏剧文化大餐让广大群
众、八方戏迷“看得到”，更“看得
起”“看得好”。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十年惠民乐民 宜城处处唱黄梅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
李延霞）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银行卡
累计发卡量达92.5亿张，2021年当年
新增发卡量2.7亿张，同比增长3.0%。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
行卡产业发展蓝皮书 （2022）》 认
为，2021 年我国银行卡产业总体向

好，交易规模显著回升，整体风险有
所缓和。

蓝皮书显示，截至2021年末，全
国银行卡交易金额1060.6万亿元，同
比增长33.8%；银行卡未偿信贷余额
8.6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9%；银行
卡欺诈率为0.32BP （1个 BP是万分之
一），连续五年下降。

我国银行卡累计发卡量达92.5亿张

新华社天津 9 月 25 日电（记者
周润健 王珏玢）9月27日天宇将迎
来一次木星冲日。这次冲日时，木星
正好运行至近日点（木星绕太阳公转
的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点）附近，这意
味着木星距离地球更近，看起来也更
大、更亮。

作为肉眼最容易观测到的天体之
一，望远镜视野中色彩斑斓的木星深
受天文爱好者的厚爱。因木星公转周
期约为12年，中国古代称其为“岁星”，
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地支”
概念的主要起源。

27日，这颗巨大的气态行星在夜空
中的表演将迎来高潮——木星冲日。
木星冲日是指木星和太阳正好分处地
球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直线，当天木
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会完全朝向地球。

木星冲日并不算罕见天象，这是

因为木星与地球的会合周期大约是
399天，这也意味着，差不多每隔13个
月左右就会有一次木星冲日。

人们能够看到木星，主要是由于
木星反射太阳光，因此它的亮度在很
大程度上受它与地球的距离的影响。
进入9月以来，木星的亮度不断增加。
在冲日前后这段时间，木星最亮时可
以达到约-2.94等。

如果天气晴朗，木星一定是当晚最
不容忽视的亮星，黄昏前它从东南方升
起，黎明前它在西南方落下，整晚可
见。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用肉眼直接
观测；若使用双筒望远镜或小型望远镜
观测，不仅可以看到木星表面色彩斑斓
的平行条纹和赤道南侧的大红斑，还可
以看到环绕在木星附近的4颗伽利略
卫星。观看木星不限于冲日当天，其实
在前后一个月所见木星的差异并不大。

27日木星冲日

可赏“最亮的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