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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 10 月 25 日电 在
25 日召开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
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向全
世界发出邀请，欢迎所有致力于
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及地区与我
们开展合作，一起参与中国空间
站飞行任务。

目前，中国拥有完备的近地载

人空间站和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
统，有成熟的航天员选拔训练和保
障体系，有计划明确的载人飞行任
务，也就是每年2次常态化实施的
载人航天发射。

“我们已具备也做好了邀请国
外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的准备。”林西强说，“借此机会，
我们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欢迎所有
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及地区

与我们开展合作，一起参与中国空
间站飞行任务。”

目前，我国正在扎实推进各项
研制建设工作，确保如期实现2030
年前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

“随着载人登月任务进展，待
相关条件成熟后，我们未来也会像
今天一样，正式邀请国外航天员一
起参与登月飞行任务，共同探索浩
瀚宇宙。”林西强说。

参与登月飞行任务 共同探索浩瀚宇宙

中国空间站欢迎国外航天员

10月 25日，党员志愿者在杭
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玲溪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共富工坊指导工人加工手
工艺品。该工坊提供轻强度手工的
辅助性就业岗位，目前已有46名残
疾人在这里实现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玲珑街道以党建引领共富工坊建
设，通过党群联手先富带后富、产业
联合先进带后进、要素联动企业带
村社的“三联三带”模式，实现村民、
集体双增收。 新华社 发

共富工坊助农增收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针
对我国将增发 2023 年国债 1 万亿
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张世
昕25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表示，为促进资金使用精准有效，此
次增发国债资金全部按项目管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落实“资金和要
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与财政部会
同有关方面，统筹推进国债项目安
排实施各项工作。

24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
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
案的决议，明确中央财政将在今年

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
张世昕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将抓紧与相关部门建立增发国
债项目实施工作机制，加强部门配
合和央地协作，统筹做好国债项目
各项工作；抓紧组织各地方，依托国
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梳理报送一批符
合投向领域、前期工作成熟、经济社
会效益较好的项目；抓紧组织开展项
目筛选审核，尽快选定项目并下达项
目清单和安排金额。此外，要加快推
进项目实施，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指
导地方加大项目推进力度，确保新开
工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在建项目能
在今明两年形成较大实物工作量。

哪些项目能得到增发国债资金
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
资司司长罗国三介绍，项目需要符
合规划或实施方案，避免超标准建
设、重复建设；需要满足投向领域要
求，精准聚焦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此外，项目还
得满足前期工作比较成熟、资金需
求与建设进度相匹配等要求。

在监督管理方面，张世昕表示，
将通过在线监测、现场督导等方式，
加强对国债项目开工建设、资金使用
等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项目顺利建
设实施。对挤占挪用国债项目资金
等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责。

国家发改委：增发国债资金全部按项目管理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针
对我国将增发 2023 年国债 1 万亿
元，财政部副部长朱忠明25日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增发
国债后，虽然今年赤字率有小幅提
高，但我国政府负债率仍处于合理
区间，整体风险可控。

24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
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
案的决议，明确中央财政将在今年
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

朱忠明表示，增发 1 万亿元国
债，旨在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项目建设，是
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的重要安
排。增发国债后，全国财政赤字将
由 3.88 万亿元增加到 4.88 万亿元，
预计财政赤字率将由 3%提高到
3.8%左右。虽然赤字率有小幅提
高，但整体风险可控。

“国债资金投入使用以后，也会
积极带动国内需求，进一步巩固我
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朱忠明说。

此次增发的国债将采取公开发

行方式发行，和已经确定的年度国债
发行进行统筹安排。“我们也将密切
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债券市场情况，
合理把握国债发行节奏，使国债发行
和资金使用进度相匹配，确保顺利发
行并避免资金闲置，更好发挥国债资
金对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的保障作用。”朱忠明说。

他表示，此次增发国债资金规模
比较大，做好资金分配使用工作尤为
重要。前期，财政部已经与相关部门
进行认真研究，按照“资金跟着项目
走”的原则，细化国债项目预算安排。

财政部：我国政府负债率仍处于合理区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企业是劳动争议的发生地，也是
争议处理的主体。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等部门 25 日发布
通知，提出到 2025 年底，规模
以上企业广泛设立劳动争议调
解委员会，建立多层次调解工
作网络。

“近年来争议案件持续呈现
总量高位运行与办理难度加大并
存的态势。按照规定，企业劳动
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履行劳动人事
争议预防调解职责，但实践中作
用发挥的还不够。”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调解仲裁管理司负责
人表示，这次发布 《关于开展
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建
设行动的通知》，有利于明确其
职能职责，从而更好开展协商
调解工作。

通知明确，企业劳动争议调
解委员会积极参与协调履行劳动
合同、执行劳动规章制度等方面
出现的问题，参与研究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重大方案，协助企
业建立预防预警机制，防止争议
隐患转化为争议案件。小微型
企业可单独设立调解委员会，
也可联合设立调解委员会，或
参加小微型企业劳动争议协商
调解机制。

除企业外，通知还要求重点
加强乡镇（街道）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中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调解中心和商（协）会调解组织
建设。“这四类调解组织是当前
主要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类型。”上述负责人介绍，调解
组织要遵循平等、自愿、合法、
公正、及时的调解原则，加大调
解力度，帮助劳动人事争议当事
人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
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通知提出，各地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将调解
组织建设情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政府目标责任和平安
建设考核体系；到 2025 年底，
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的劳动人
事争议案件数量占争议案件总量
的比重显著提高。

通知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
厅、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办公
厅、中国企业联合会办公室联合
印发。

我国规上企业
2025年前将广泛设立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