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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近日，中央
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重庆、四
川等16个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1.28亿
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
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

加强应急值守、靠前指挥，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冲锋在
前、勇于担当，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放到第一位，努力将各类损失降
到最低。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

拨付给基层，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
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
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
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
施。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
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及时划拨给基层，
投入防汛救灾工作，做到专款专用。

5日，“中国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与会代表围绕重振全球发展、深
化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等多个议
题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展研
讨交流。

嘉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提出的重大倡议主
张，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推
动世界实现和平安宁、共同发展繁荣、维
护国际公平正义，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
界汇聚强大合力。

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面向世界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0年来，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
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
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
明旗帜。

“在一个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里，强
调人类命运与共，是中国为破解一系列
全球性紧迫问题开出的有效‘药方’。”西
班牙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方案蕴含
着不同于西方固有思维范式的独特智
慧，为人类应对新挑战提供了更多选择。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文明倡议……与会嘉宾们在发言中纷纷
提到中方一系列全球性倡议主张，认为
这些中国方案构成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重要支柱，为迈向一个更加美
好的世界提供了现实路径。

塞浦路斯欧洲大学前校长科斯塔
斯·古里亚莫斯认为，上述重大倡议是中
方为国际社会作出的重要思想贡献。中
国已成为推动全球和平和经济增长的重
要动力。各国均应在全球层面上展现出

担当和责任感，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均衡
发展。

眼下，百年变局加速铺展，人类站在
历史新的十字路口。迈向更美好未来，
亟待各方凝聚更多共识，推动世界各国
和谐共存、不同文明美美与共。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以视频方式
发言。他以中方促成沙特和伊朗复交为
例，高度评价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
国际秩序维护者——多位与会嘉宾表
示，中方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
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中国正
以实际行动不断为推动各方加强团结协
作凝聚共识。

“中国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践行
者。”克罗地亚地缘经济论坛主席雅思
娜·佩拉夫妮可说，中国广泛参与国际合

作，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人类面临的共
同挑战方面作出了至关重要的努力。

尼泊尔中国尼泊尔友谊论坛主席高
鸿儒在视频发言中表示，气候变化和恐
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需要各方合作应
对。世界各国应践行多边主义、增进政
治互信、展开交流对话。应携手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可以助力人类
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

“冲突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合作才是
人类最好的朋友。”克罗地亚前总统斯捷
潘·梅西奇指出，应汇聚起更强有力的国
际支持，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
值理念和目标。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
办。来自国外政界、国际组织、社会科学
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中外智库、媒体
界代表共200余人与会。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郭宇
靖、阳娜）记者从正在北京召开2023全
球数字经济大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
底，我国已累计建成5G基站284.4万个，
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超过20.5亿，在全球
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物”连接数超过

“人”连接数，数字经济发展基石日益巩固。
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融合步伐持续加快。截至
今年5月底，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
控化力达到59.4%，累计培育出1700
多家引领行业发展的数字化车间和智
能工厂，全国具有一定区域和行业影响
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240个，重点
平台连接设备超过8900万台（套），新
应用、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断壮大，数字
产业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超过4.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信息
技术服务收入达到2.84万亿元，其中云
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4366亿
元，为技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
生机和活力。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樊
曦）记者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6月，中欧班列
累计开行8641列，发送货物93.6万标
箱，同比分别增长16%、30%。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中欧班列跨境运输需求旺盛，
开行数量强劲增长。国铁集团积极推
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有力保障了
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一是运输能效持续增长。扎实推
进中欧班列扩编增吨，中欧班列国内段
最大编组辆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到
55辆、3000吨，较班列运行初期分别提
升34%、20%，列车满编率保持在99%
以上，极大提升了中欧班列运输能力。
加强中欧班列回程货源组织，促进双向
均衡运输，回程班列与去程班列比例稳
定在87%以上。与国内口岸监管部门
及境外铁路加强协调协作，提升口岸作
业效率和交接车能力，今年1至6月，
西、中、东通道分别开行中欧班列4324
列、1563列、2754列，同比分别增长
19%、24%、7%，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二是服务品质稳步提升。扩大全
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规模，西安至
德国杜伊斯堡双向线路由每周1列增
加为2列，运行时效稳定在12天。新
增成都至波兰罗兹双向线路、德国杜
伊斯堡至西安回程线路全程时刻表中
欧班列，运行时间均压缩5天以上，受
到市场广泛欢迎。适应客户多样化运
输需求，发展中欧班列冷链运输，开展
定制化服务，货物品类不断增多。

三是基础设施不断强化。加快兰
新线精河至阿拉山口增建二线建设，实
施阿拉山口站新建集装箱换装库、综合
查验场、集装箱作业场扩能改造，同江铁
路口岸开办集装箱业务等工程，协调周
边国家铁路部门同步改造口岸基础设
施，进一步提升中欧班列通道和口岸运
输能力。积极推动中欧班列与中老铁
路、西部陆海新通道联通，探索中欧班列
跨越黑海、里海南通道线路开发，推进境
外通道多样性建设，努力打造“多向延
伸、海陆互联”的运输服务网络。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汇聚强大合力
——来自“中国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的声音

□ 新华社记者

我国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超过20亿

上半年中欧班列发送
货物同比增长3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划拨1.28亿元用于支持重庆、四川等地防汛救灾

7月6日，参观者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 展 会 现 场 的 通 用
GPU芯片展品前交流。

当日，2023 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博
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大
会主题是“智联世界 生
成未来”。大会除了举
办科学前沿和产业发展
全体会议以及主题论坛
等活动外，还有超 400
家参展企业在世博展览
馆5万平方米主展览区
内展示包括大模型、芯
片、机器人、智能驾驶等
领域的科技成果。

（新华社记者方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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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8167 号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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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山东：全年
新培育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1000
家以上

记者6日从
山东省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获悉，山东省
政府办公厅近日
印发《实施先进制
造业“2023突破
提升年”工作方
案》，提出全年新
培育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1000 家
以上，省级以上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200家左右。

据山东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厅
长张海波介绍，山
东坚持创新链、产
业链、人才链一体
部署，持续做强创
新平台、创新人才
两大载体，积极参
与产业基础再造、
重大技术装备攻
关两大工程，争取
年内攻克10项左
右行业共性关键
技术，实施100项
左右重大技术攻
关项目。

在强产业方
面，山东将统筹
抓好6大传统优
势产业转型升
级、8 大战略新
兴产业发展壮大
和6大未来产业
前瞻谋划，持续
打造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标志性产
业链和先进制造
业集群，加快建
设以实体经济为
支撑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

根据上述工
作方案，山东将
突出开发区制造
业主体地位，确
保工业类开发区
全年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
工业投资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3-5
个百分点。全面
推动新一代信息
技术、绿色低碳
技术、现代服务
业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年内新培
育国家级特色专
业型工业互联网
平台10个左右，
国家级工业设计
中心 5家左右，
省级以上绿色工
厂100家左右。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