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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7日电 11
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竹藤
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志庆暨第二届
世界竹藤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国际竹藤组织成
立以来，致力于竹藤资源保护、开发

与利用，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
用。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携手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发起“以竹
代塑”倡议，推动各国减少塑料污
染，应对气候变化，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习近平强调，中国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积极践行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愿继续同各方
携手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共同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清洁

美丽家园。
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志

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当日在北京
开幕，主题为“竹藤——基于自然的可
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由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志庆
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致贺信

“路就在脚下，光明就在前
方。”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
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的
重要致辞。习近平主席站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深刻阐释
开放的重要意义，强调要以开放
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
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
享之福，宣示中国推动各国各方
共享机遇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为
共同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困
难和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世纪疫情阴霾未散，局部冲突硝
烟又起，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
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
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
重，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
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人类社会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向何处
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
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
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
问。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
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明确未
来方向，解答时代课题。

历史长河时而风平浪静，时
而波涛汹涌，但总会奔涌向前。
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开放
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变，携手合
作、共迎挑战的愿望也不会变，各
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
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
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冲
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
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
衷共济。过去两年多来，国际社
会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推
动世界经济复苏发展作出了艰苦
努力。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告诉我
们，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各国只有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潮流，凝聚更多开放共识，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
光明前程，才能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
习近平主席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
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
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
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
好，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才能推动世
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影。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只有
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
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
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共创繁
荣发展新时代，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只有共行天下大
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各国才能和睦相处、合
作共赢，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

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
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
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
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
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
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面
临的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
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
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
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
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
时代。世界各国携手同心、行而不辍，高扬互利共赢之帆、把稳
团结合作之舵，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向着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勇毅前行，就一定能汇聚起合作
共赢的磅礴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迎来人类更加美
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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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
布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
主任曹淑敏等就白皮书相关内容进
行了介绍和解读。

为推进网络空间发展和治理体
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

白皮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
重视互联网、大力发展互联网、积极
运用互联网、有效治理互联网，中国
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近年来，中国以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深入开展网
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不断取得积极
的成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

主任曹淑敏表示，新时代网络空间国
际交流合作，具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开放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坚
持平等相待、坚持维护和平安全、坚
持促进公平正义等六大特点。

2015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提出
了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主张。

白皮书说，作为全球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顺应信息时代发展趋势，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符合信
息时代的发展规律、符合世界人民
的需求与期待，为全球在尊重网络
主权的基础上，推进网络空间发展

和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方案。
国家网信办政策研究局局长杨

树桢认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这一理念主张，是洞察世界之变
的重要思想、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
目标、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原则、增
进人类福祉的中国主张，已经成为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
供坚实基础

白皮书介绍，中国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在
激发数字经济活力、推进数字生态
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防范网络
安全风险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
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服务、
支撑和保障，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基础。
国家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局

长孙蔚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网络安全工作水平显著提升：网
络安全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形成，国
家网络安全工作体系不断健全，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体系和能
力显著增强，网络安全教育、技术、
产业融合发展，“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深入人心。“我们
将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孙蔚敏说。

白皮书显示，中国积极发挥数
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
增作用，持续深化全球电子商务发
展合作，助推全球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进程，倡导与各国一道推
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共同建设人类美好的网络家园
——国新办发布会聚焦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在中国气象局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肖潺表示，预计今年冬季影响我国的冷空气
强度总体偏弱。

据介绍，预计除内蒙古东部和西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大
部、西南地区东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外，全国
其余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冬季气温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明显，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中
旬，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较弱，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高；2023年1月下旬至2月，冷空气强度逐渐加强，内蒙古大部、东北
地区大部、华北地区北部、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
北部、西北地区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降水方面，预计除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大部
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
到偏少，其中，华东、华中大部、西南南部等地降水偏少二至五成。

肖潺提示，江南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发生夏秋冬连旱
的可能性较大，建议加强水资源调度管理，做好抗旱准备工作；湖南、
贵州等地可能发生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建议防范其对交通出
行、电力、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内蒙古东部和西部、东北北部、西
北大部可能出现阶段性强降温、强降雪过程，建议做好雪灾和低温防
御工作；华北东部、华东、华中东部、西南地区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
等地森林火险等级高，建议做好预警预防工作。

气象部门将加强研判，后续不断提供滚动监测预测意见和服务
信息。

中国气象局：

预计今冬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总体偏弱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海关
总署7日发布数据，今年前10个月，
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34.62万亿元，
同比增长9.5%。

具体来看，前 10个月我国出口
19.71万亿元，增长 13%；进口 14.91
万亿元，增长 5.2%；贸易顺差 4.8万
亿元，扩大46.7%。

10 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55万亿元，增长6.9%。其中，出口
2.07万亿元，增长 7%；进口 1.48万
亿元，增长6.8%；贸易顺差5868.1亿
元，扩大7.6%。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
保持两位数增长。前 10个月，我国
一般贸易进出口22.09万亿元，增长

13.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63.8%，比
去年同期提升2.1个百分点。

从贸易伙伴看，东盟继续保持我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10个月，
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26万亿元，
增长 15.8%，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2%；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4.68
万亿元，增长8.1%，占13.5%；我国与

美国贸易总值为 4.21万亿元，增长
6.8%，占12.2%；我国与韩国贸易总值
为2.02万亿元，增长6.5%，占5.8%。

值得一提的是，同期，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11.23万亿元，增长20.9%。其中，出
口 6.38 万亿元，增长 21.4%；进口
4.85万亿元，增长20.3%。

前10个月我国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9.5%

新华社上海11月7日电 第五
届进博会仍在进行中，不少全球展
商就已提前“锁定”第六届进博会的
参展展位。记者从2022年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参展商联盟大会上了解
到，仅这一大会上就有约 60家企业
和机构签约第六届进博会。

商务部副部长、进博会组委会
办公室主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局长盛秋平说，5年来，进博会质量

效益不断提升，国际采购、投资促
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作
用不断凸显，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力
量。进博会将更好连接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不断提升合作质量和水平。

“今天有约 60家企业和机构签
约第六届进博会，充分表明对进博
会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对中国市场
的信心越来越足，欢迎广大企业共

享中国机遇，实现共赢发展。”盛秋
平说。

提前签约第六届进博会的诺和
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
裁周霞萍说，诺和诺德是中国持续
对外开放和整体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的见证者和受益者。诺和诺德 6日
在进博会上宣布投资 4亿元在中国
成立投资公司，升级全产业链布
局。参展进博会5年间，诺和诺德已

经 5次投资中国，投资总额将超过
25亿元。

“强大的溢出效应、多元的合作
机遇、开放的‘朋友圈’，进博会让我
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拥抱全
球、共享未来的承诺与决心，每一年
都是我们再出发、创美好的新起
点。”提前签约第六届进博会的泰佩
思琦亚太区总裁、蔻驰中国区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杨葆焱说。

多家企业提前一年“锁定”第六届进博会展位

11月7日，观众在第五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参观集装箱植
物工厂的模型。

在第五届进博会的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光明母港（上海）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将集装箱植物工厂的模型搬进展会，在超市货架般的装置上
一层层排列种植蔬菜，现场展示智慧农业的新发展模式。 （新华社）

进博会上看“集装箱里种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