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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
刘 华）7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
问的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阿建交65
周年。65年前，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共同事业
使我们两国走到一起。65年来，中国
和阿尔及利亚始终患难与共、守望相
助，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是追求共同
发展和民族振兴道路上的真诚朋友、
天然伙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阿方正
在着力推进建设“新阿尔及利亚”。中
方愿同阿方一道努力，发扬光大传统
友谊，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
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感谢阿
方在台湾、涉疆、人权等问题上旗帜
鲜明支持中方正义立场，中方坚定
支持阿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
完整，支持阿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
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阿内
政。双方要携手落实好共建“一带一

路”等重要合作文件，深化在基础设
施、石油化工、矿产、农业等传统领
域合作，拓展航天、核能、信息通信、
可再生能源等高技术领域合作，培
育合作新增长点。中方愿继续向阿
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阿经
济社会发展，愿进口更多阿优质产
品，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赴阿开展
合作。今年是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
遣医疗队 60周年。60年来，中方向阿
方派遣了 3522 人次医护人员，累计
诊治患者 2700 多万人次，接生 207
万多新生儿，树立了中阿友谊的丰
碑。中方愿继续同阿方深化医疗卫
生合作，向阿方提供政府奖学金名
额，推进新闻、旅游、青年、体育、智
库等领域友好合作，夯实两国民意
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阿方加快
落实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成
果，实施好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
行动”，加强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合
作，落实好论坛达喀尔会议成果，推
动构建新时代中阿、中非命运共同
体。祝贺阿当选2024－2025年度联合

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阿方加
强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协调和配合，坚
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

特本表示，中国是阿尔及利亚最
重要的朋友和伙伴。感谢中方长期以
来向阿方提供各种宝贵支持，阿方坚
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等核心利益
问题上的立场，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助力阿
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阿方欢迎中
国企业赴阿投资合作，愿提供良好营
商环境，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赴阿旅
游，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合作。当前国际格局很
不平衡，感谢中方为推动建设更加开
放包容的世界、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
国际秩序发挥的关键作用，赞赏中方
为公平解决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

题、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
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密切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阿方高度肯
定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为
促进中阿、中非关系发展发挥的重要
作用，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将中阿、中
非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更好造福双
方人民。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农业、交通、科技、电信、城市可持续
发展、贸易、航天、检验检疫、能源、教
育、体育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联合
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特本举行欢迎仪式。

特本抵达时，天安门广场鸣放21
响礼炮，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
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阿两国国歌。
特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
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
大厅为特本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阿尔及利亚总统会谈

7月18日，首批通航货船进入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驶往钱塘江（无人机
照片）。

当日，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正式建成通航并迎来首批通航货船，全长
约26.4公里，是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杭州段最核心、最复杂的
部分。航道全线贯通后，浙北、浙东及浙中西部的航道将完全贯通成高等级内
河水运网，千吨级船舶可经由京杭运河直达杭州并进入钱塘江，进一步促进
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对发展临河工业、拉长航道产业链产生
积极影响，杭州也将成为浙江乃至华东地区水上物流集散中心。

新华社记者徐 昱摄

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建成通航

（上接第一版）三是自然恢复和人工修
复的关系，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
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
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因地因时制宜、分
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
最佳解决方案。四是外部约束和内生动
力的关系，要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
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
部压力，同时要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
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五是“双碳”承诺
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我们承诺的“双碳”
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
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
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

习近平强调，要持续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
广度，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快推
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

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
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着力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切实加强生态
保护修复监管，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
银山的路径，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
的生态空间。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
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落实好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提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
能力。要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贯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有效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核与辐射
安全等，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
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美丽中国建
设保障体系。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
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

“组合拳”。要强化法治保障，统筹推进
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制
修订，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陆海统
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
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要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
强化财政支持、税收政策支持、金融支
持、价格政策支持。要推动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将碳排放权、用能
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
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
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
为，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规范
环境治理市场，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
务业健康发展。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
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
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
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
动，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

人才队伍，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
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
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习近平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
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
中央、国务院近期将对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
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折不扣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
治责任，抓紧研究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覆盖全
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
任体系。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生态文明
建设责任清单，强化分工负责，加强协
调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生态文明保
护法治建设和法律实施监督，各级政协
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协商和民主
监督力度。要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利剑作用。

李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
是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深入分

析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深
刻阐述了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
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系统部署了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
措，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
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把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和深入开展主
题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做好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大动力，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中国。

丁薛祥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扛起美丽中
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持之以恒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大生态保护
和修复力度，完善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

度；瞄准既定目标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坚持先立后破，扎实推进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强化底线思维，常态化
管控生态环境风险，筑牢美丽中国建设
的生态安全根基；保持严的基调，深入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执法监管，严
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
实责任，强化支撑保障，确保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内蒙古自治区、浙
江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同
志作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
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
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军队有关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
构和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