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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25日在一次媒体吹风会上说，中方再次敦
促美国停止利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如果美国顽固坚
持“实验室泄漏论”，就应该“率先垂范”，邀请世卫组织去德特里克堡
基地、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调查。

8月 24日，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并随函递交了《关于德特里克堡（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的疑点》《关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两
份非文件。

“关于德特里克堡，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早有严重关切。”傅聪说，
中方的非文件全面梳理了德特里克堡基地，特别是美陆军传染病医学
研究所的疑点。

傅聪举例说，该机构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合作发表的论
文表明，早在 2003年他们已具备极其成熟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合成及改造能力；该机构曾发生多起生物安全
事故，特别是 2019年 7月美国疾控中心下令关闭其实验室，并公布了
一系列违规事项，包括系统性地违反生物安全程序；就在该实验室被
关停后，德特里克堡基地附近暴发大规模呼吸道疾病，其中很多症状
与新冠肺炎相似，而真实病因、具体病例迄今都未公布；2020年3月，民
众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德堡基地信息，特别
是上述关停事件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美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该
网站已被整体下线。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的国家，国际社会对美
国的所有生物军事化活动都有严重关切，这既包括美国境内的德特里
克堡，也包括美国境外的超过两百个生物实验室。”他说。

傅聪说，在叫嚣调查其他国家的生物实验室的同时，美国恰恰是唯
一反对建立多边生物核查机制的国家。早在2001年，国际社会本已就《禁
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基本达成一致，正是美国以“生物领域不可
核查”为由，突然单方面退出，导致国际社会的努力付诸东流。20年来，美
国一直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独家反对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

“美国这么痴迷对中国的实验室开展调查，是不是意味着已经改
变了反对谈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立场？”傅聪说，将于
下周召开的公约系列专题会议将是一块试金石，中方将再次呼吁重启
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

关于北卡大学，傅聪表示，美国一直污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的
研究引发新冠肺炎，实际上美国才是全球功能获得性研究最大的资助
者和实施方。特别是北卡大学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早就具
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能力。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
其实验室，完全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
新冠病毒。

他表示，在新冠病毒全球溯源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
的。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
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公认的结论和
建议，必须得到尊重，今后全球溯源工作应该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开展。

“抹黑中国洗白不了美国。我们再次敦促美国停止利用溯源问题
进行政治操弄。如果美国顽固坚持‘实验室泄漏论’，就应该‘率先垂范’，
邀请世卫组织去德堡基地、北卡大学进行调查。”傅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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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

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
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
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
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
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
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
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
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
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
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
督和制约。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
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
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
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
是真正的民主。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
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

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
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
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
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
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
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
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
不民主的。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
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
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
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
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
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
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
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

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
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工作上来。

习近平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要
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
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
广泛权利和自由。要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
举权利，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保证人民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
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党和国家
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
来自人民的声音。要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
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
的工作机制，推进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把各
方面社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之中。

栗战书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新时代加强
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主
要工作，深刻回答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讲话丰
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
实践内涵，是一篇充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的纲领性文献。

栗战书强调，要全面、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坚
定不移贯彻落实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
治原则，确保人大各项工作都在党的领导下
进行；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根本
方向；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发挥好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开展人大工作，切实做到党和国家工作重

心在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
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切实做好
人大代表工作，使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成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着力推动
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要全面加
强人大自身建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打造让
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治机关、
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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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和人大
常委会负责同志，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全国
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
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栗战书讲话

“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明确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效，郑重宣布中国将持续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务实举措，充分
展示了中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和务
实行动，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
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国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新
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
关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
展道路。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将持续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下大气力推动绿色发展，努力引领
世界发展潮流，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更大
贡献。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
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一贯高度
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
多样性保护之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
善、监管机制不断加强、基础能力大幅
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基本形
成，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效，
为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挑战作出新贡
献。习近平主席指出：“为加强生物多
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
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
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
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中国正
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
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
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
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种类。同时，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
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
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国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目的就是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保持自然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

2020 年，习近平主席正式宣布
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基
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
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承诺实现从碳
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
国家所用时间，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
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
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这无疑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在
这次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

“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
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
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
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
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第一期装机容
量约1亿千瓦的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
工。”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
设整体布局，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如期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实现应对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作
出更大努力和贡献。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
史趋势，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
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
生活的共识和呼声。展望未来，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将始终做万物和谐美丽家园的
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不断开创
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为保护我们的
共同家园、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
中国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论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主旨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4日晚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届联合
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 在可持续发展
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
的纽带。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帆影，到航海
时代的劈波斩浪，再到现代交通网络的四通
八达，交通推动经济融通、人文交流，使世界
成了紧密相连的“地球村”。当前，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叠加，给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善带来严重挑战。我们要顺应世界发展大
势，推进全球交通合作，书写基础设施联通、
贸易投资畅通、文明交融沟通的新篇章。

第一，坚持开放联动，推进互联互通。
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搞歧视性、
排他性规则和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

展。要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制度规则
“软联通”，促进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
联互通。

第二，坚持共同发展，促进公平普惠。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
是真富裕。只有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才
能够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
景。要发挥交通先行作用，加大对贫困地区
交通投入，让贫困地区经济民生因路而兴。
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为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
多支持，促进共同繁荣。

第三，坚持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动能。
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推动大数
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
通行业深度融合，使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第四，坚持生态优先，实现绿色低碳。
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长久之策。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
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
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
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
低碳。

第五，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
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全
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维
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围绕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推进减贫、卫
生、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希望
各方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了交通大国，正在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我们坚持交通先行，建
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
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我们坚

持创新引领，高铁、大飞机等装备制造实现
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占全球总量一半以
上，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超大
型交通工程建成投运，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
的开路先锋。我们坚持交通天下，已经成为
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货物贸易额最大的经
济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欧班列、远洋
货轮昼夜穿梭，全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体现了中国担当。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真正的多
边主义旗帜，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的方向不会变，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中国将继续推
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各国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

字丝绸之路。
习近平宣布，中方将建立中国国际可持

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为全球交通发展贡
献力量。

习近平最后强调，让我们携手走互联互
通、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共同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丁薛祥、刘鹤、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开幕式。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于
10月 14日至 16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在北京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土库曼斯坦
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埃塞俄比亚总统
萨赫勒-沃克、巴拿马总统科尔蒂索、荷兰首相
吕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应邀以视频
方式发表致辞。171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
开幕式。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坚持开放联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坚持生态优先，坚持多边主义，
书写基础设施联通、贸易投资畅通、文明交融沟通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