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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天元区黑龙江路段有一综合办公楼（四层）招租：面积

约 7 千㎡，有电梯，交通便利，适用于办公、餐饮、酒店等行
业。其旁边有空坪约 2 万㎡，适用于停车、运动场所等。

联系人：13973331887（刘先生）
15807337878（易先生）

新华社北京 9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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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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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

的重要论述、重要训词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激励广大公安民警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

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 2022“最

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张梁、吕游、赵恒彬、安二宝、马春雨、张宇航、

何欢、路博阳、陈建强、孙益海、梁晓丽、朱明、施晓

健、艾金凤、张连波、陈民生、常武（牺牲）、李江、时

春霞、杨伯伦、乔晋军、周和理、黄晨、朱允宏、石林、

黄家斌、樊有宏、刘汉朝、阿旺丹德、袁芳、潘金磊、

覃锋、曾芝强、徐娟、程万里、符世彻、陈宇、王微等

38名个人光荣入选。他们中，有的驻守边疆高原，克

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守卫一方平安；有的奋战

打击一线，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屡破大案要案；有

的穿梭街巷社区、抗疫一线，全心全意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成为百姓的贴心人；有的刻苦钻研技能本

领，在改革强警、科技兴警的道路上绽放青春光彩、

成就奋斗人生。他们虽来自不同警种岗位，但都以

强烈政治担当、使命担当、责任担当，忠实履行新时

代使命任务，用汗水、鲜血乃至宝贵生命，生动诠释

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法律的无限忠诚，谱写

了一曲曲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英雄赞歌，充分展示了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

献的良好形象。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物访谈、“云”

连线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

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负责同志为他

们颁发“最美基层民警”证书。

广大公安民警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最美基层民警”为榜

样，牢记初心使命，强化使命担当，坚决做到对党忠

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全力以赴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

力维护社会安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宣部、公安部发布2022
“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发布仪式现场发布仪式现场（（99月月 1515日摄日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太原 9 月 25 日电
9月 25日 6时 55分，我国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

甲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

式，成功将试验十四号和试验

十五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试验十四号卫星主要用于

科学试验、新技术验证等领域，

试验十五号卫星主要用于国土

普查、城市规划和防灾减灾等

领域。这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

运载火箭的第 18次飞行。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组织拍摄了大型电视

纪录片《锻造雄师向复兴》。该

片从 9月 2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晚 8点档黄金时段播

出，每天 1集，国防军事频道等

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

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

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该片 共 8 集 ，分 别 为《擘

画》、《铸魂》、《重塑》、《胜战》、

《砺剑》、《强基》、《同心》、《和

平》，每 集 约 50 分钟，紧紧围

绕习主席领航新时代强军事

业的重大思想和实践，全面反

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

队 建 设 取 得 的 历 史 性 成 就 、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展现

全 军 部 队 维 护 核 心 、听 党 指

挥、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昂

扬风貌。

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教

育激励广大官兵和干部群众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为实现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

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大型电视纪录片
《锻造雄师向复兴》即将播出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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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年末我国银行卡
累计发卡量达 92.5亿张

据人民网 近日，教育部

网站公布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关于增强文化自信

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教学改革和

降低英语教学比重的建议”的

答复。答复指出，中小学外语课

时 占 比 6%- 8% ，明 显 低 于 语

文、数学、体育、艺术等学科。

“降低英语教学比重、在考

试中占分比重。英语学习是有

必要的，但是没必要占用那么

长的时间，重视到甚至有点畸

形的程度”“改革英语教学方

法，不再以考高分为唯一目的，

而是以口语对话、生活运用为

主”……全国人大代表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提出了

关于“降低英语教学比重、在考

试中占分比重”的建议。

对此，教育部在答复中表

示，外语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培

养和发展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

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核心

素养，培养学生中国情怀、国际

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规定，各科目课时比例

为：语文 20%-22%，数学 13%-

15%，体育与健康 10%-11%，外

语 6%-8%等。根据《普通高中

课程方案（2017 年版 2020 年

修订）》，普通高中外语必修学

分课时比例约占必修总学分课

时的 7%。外语课时明显低于语

文、数学、体育、艺术等学科。

答复中明确，2014年，国务

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

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

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现阶段

外语统考安排是按照中央对高

考改革顶层设计确定的。

教育部表示，将加强中小

学课程培训及实施指导，组织

义务教育教材修订工作，持续

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和

高校教材管理办法等落地实

施，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进一步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自觉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部回应“降低英语教学比重”建议：

中小学外语课时
明显低于语文等学科

新华社天津 9 月 25 日电
9 月最令人期待的天象即将上

演。天文科普专家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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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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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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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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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东宇说。

新华社洛杉矶9月24日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3

日更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累

计报告 24846 例人感染猴痘病

毒病例（下称猴痘病例），病例

数居全球之首。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报告

猴痘病例数排名前三的地区分

别为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佛

罗里达州，其中加利福尼亚州

病例数达4886例。另据《纽约时

报》报道，尽管目前美国日增猴

痘病例较 8月高峰时期有所下

降，但仍每天新增约200例感染

病例。美国的猴痘病例总数超

过全球病例数的三分之一。

美报告近 2.5万例猴痘病例

新华社首尔 9 月 25 日电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25日说，朝

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

向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通

过短信向媒体发布消息说，导

弹于当地时间 6 时 53 分（北京

时间 5 时 53 分）从朝鲜平安北

道一带发射，韩军将加强监视

警戒。

韩国军方说朝鲜向朝鲜半岛
东部海域方向发射弹道导弹

我国成功发射试验十四号
和试验十五号卫星

明日木星冲日
可赏“最亮的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