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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 周 口 市 财 政 局 社 保 基 金 财 政 专 户 （ 账 号 ：
1717020109064012853）开户许可证丢失，证号：Z5080000010905，声
明作废。

2024 年 11 月 21 日

寻尸启事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沈丘县新
安集镇大桥西发现一具男尸 ， 年龄
60 岁左右，尸长 165 厘米，高度腐败，
上身穿黑色丝棉服 ， 下身穿黑色裤
子。2019 年 8 月 22 日，在沈丘县东城
街道李营村一出租房内发现一具女

尸 ，年龄 35 岁左右 ，尸长 164 厘米 ，
身穿粉色睡衣、睡裤。 2019 年 7 月 31

日，在沈丘金丝猴食品有限公司职工
宿舍北发现一具男尸， 尸体白骨化，
上身穿黑色上衣 ， 下身穿灰棕色短
裤。2019 年 7 月 23 日，在沈丘县石槽
乡发现一具男尸，年龄 40 岁左右，尸
长 168 厘米，高度腐败，上身赤裸，下
身穿黑色裤子、黑色劳保鞋。

有知情者，请与沈丘县公安局刑
警队联系， 联系人： 顾警官， 电话：
18336562276。

2024 年 11 月 21 日

������背靠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众山环抱间的大寨村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的峡谷盆地，村子四面环山，依山傍水，云雾袅绕，宛如
世外桃源。

大寨村形成于清朝前期，村中建筑是典型的川西北民居，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与周围相邻的 3个村一起形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罗依千户寨”景
观。 2016年，大寨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如今的大寨村已经发展出集高端民宿、红酒产业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区模式，有力带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增收致富。 新华社发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1 月 19 日
电 （记者 孙浩 朱婉君） 当地时间 11
月 19 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里
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期间会见阿根廷总统米莱。
习近平指出 ， 中阿建交半个多

世纪以来，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 互利共赢 。 中国对阿政策始
终面向阿根廷全体人民 ， 中阿合作
也造福全体人民。 今年是中阿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 ，两国关
系处在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重要

节点 。 中方珍视两国人民传统友
谊， 支持阿方通过改革探索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阿方一道，
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长期稳

定发展，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形势正在

发生深刻变化，中阿双方应该继续坚
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
切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促进人文交流
合作，使中阿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中
阿经贸结构高度互补， 合作前景广
阔，欢迎阿方抓住中国高水平对外开

放带来的重要机遇，进一步扩大在华
市场份额。 中方愿同阿方持续推进高
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深化能源矿
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创新、数字
经济等领域合作。 中方也愿同阿方继
续开展金融合作，助力阿方维护经济
金融稳定。

米莱表示，非常高兴结识习近平
主席。 感谢中方为阿根廷稳定国内经
济金融形势提供的宝贵帮助。 阿中传
统友谊深厚。 阿根廷希望成为中国可
靠和稳定的合作伙伴。 阿方坚定支持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阿方希望进一步密切
同中国在经贸、能源矿产、金融等领域
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阿投资合
作，愿为在阿投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
环境，依法保障企业的正当权益。 阿
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上就全球治理阐述的

精辟主张，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
阿方支持进一步办好中拉论坛，愿为
促进拉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1 月 19 日
电 （记者 史霄萌 李子健） 当地时间
11 月 19 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峰会期间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习近平指出， 中法都是独立、成

熟、有担当的大国，两国关系具有独
特的战略价值和全球意义 。 今年 5
月，我们对中法关系“新甲子”作出展
望，并就全球性挑战和热点问题共同
发声， 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积极影响。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许多新变化，引领

国际社会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是中
法共同担负的大国责任。 双方要深化
战略沟通，加强相互支持，保持中法
关系稳健、积极发展势头，为中欧关
系良性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

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法方继续

密切高层交往 ， 持续深化文化 、教
育、 地方、 青年等人文领域交流合
作，促进中法民心相通。 中国共产党
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新一轮

改革开放进程， 将为中法合作提供

新机遇，双方务实合作前景广阔。 希
望双方用好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 、
经贸混委会等机制，深挖合作潜力，
加强优势互补，妥善解决分歧，实现
互利共赢。

马克龙表示，今年 5 月习近平主
席成功访法，我们共同隆重庆祝法中
建交 60 周年。 当今世界充满各种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 法方愿同中方认真
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继续密切
高层交往，增进人文交流，赓续传统
友谊，打造新型国与国关系。 法国坚

持战略自主，愿秉持相互尊重精神同
中方开展对话合作，妥善处理经贸争
端， 维护双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全
球治理等领域合作。

双方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看法。
习近平指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
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希望冲突局势得
到缓解，不愿看到危机外溢、战事升
级，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停火止战
发挥建设性作用。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1 月 19 日
电（记者 商洋 蒋彪）当地时间 11 月
19 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里约
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期间会见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玻利维亚是

好朋友、好兄弟。 近年来两国关系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

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给
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
支持玻方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 愿以明年中玻建交
40 周年为契机， 同玻方弘扬传统友
谊，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引
领中玻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加强政府、
立法机构、政党、地方交往，深入开展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将共建“一带一
路” 倡议同玻利维亚 2025 年发展规
划对接，拓展基础设施建设、高原农

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深化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
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和
共同发展。中方支持拉美地区一体化
建设，愿同玻方一道，加强中拉论坛
机制建设。

阿尔塞表示， 玻中两国兄弟友
情深厚， 感谢中方帮助玻利维亚战
胜新冠疫情， 促进玻利维亚经济社
会发展。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
式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 为玻利维
亚等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指

引。 祝贺习近平主席日前为秘鲁钱
凯港开港。 玻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
明年建交 40 周年，进一步深化战略
伙伴关系，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等领域合作， 助力玻利维亚国家发
展，增进人民福祉。 玻方愿同中方加
强在金砖国家、 中拉论坛等多边机
制合作。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1 月 19 日
电 当地时间 11 月 19 日中午， 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闭幕会

议。
蔡奇、王毅陪同出席。

习近平会见玻利维亚总统
阿尔塞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九次峰会闭幕会议

习近平会见阿根廷总统米莱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11
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 年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

致贺。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
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我
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大势，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
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

追求， 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
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
美好的“数字未来”。 中国愿同世界各
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发展的历史主
动，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当日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主
题为“拥抱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
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浙
江省人民政府承办。

习近平向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

□新华社评论员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
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当地时间 11 月 18 日上午，习近平主
席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在峰会第
一阶段围绕“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
讨论时，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向世界宣介中国减贫事业的历史性
成就和世界意义，深刻阐释推动全球
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和行动方案，为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注入
信心与力量。

“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当今世界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消除贫困依然是
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之一，也
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 从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杭州峰会首次将发展议题放到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 到此
次里约热内卢峰会把“消除饥饿贫困”
作为首要议题， 各国对发展的追求一
以贯之，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
界始终是各方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
关键在“共同”，目标是“公正”。 世界
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
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各国共同发展才
是真发展。 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习
近平主席提出四项主张： 在贸易投
资、 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
做强发展机构；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
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
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营造
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
环境，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坚持多边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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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主张着
眼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
需要，旨在破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
题，为实现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
韧性的全球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

兼济天下的中国主张，根植于中
国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和成功经验。8

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提前完成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
标， 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
献。 从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
区、一个贫困群众”，到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再到坚持精准扶贫、
在经济发展中扶贫、 在促进当地特色
产业发展中扶贫、 在促进共同富裕中
扶贫等方略举措， 中国的脱贫历程表
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
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
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中国可以成
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

兼济天下的中国主张，体现在一
个个扎实有效的具体行动中。中国是
推动共同发展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支
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
在实现自身脱贫的同时，中国始终秉
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
利，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
家共同进步。 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支持非洲
发展； 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
作；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
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 支持二十国
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
作；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
划”； 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
制……习近平主席宣布支持全球发
展的这八项行动，顺应“全球南方”国
家发展呼声，涵盖对外开放、科技合
作、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彰显中国
“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
的责任担当，为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
实现现代化添加强大动力。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全球发展
事业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合作才
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
事。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
攻坚克难，我们定能建设一个没有贫
困、共同发展的世界，为各国人民带
来更多福祉。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日电）

������新华社东京 11 月 19 日电（记者
李子越） 中日互派记者 60 周年纪念
活动 18 日在东京举行。 两国媒体界
人士在活动上表示，将继续以忠实记
录事实和促进中日友好为使命，客观
反映两国为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

付出的努力。
当天，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

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生稻晃子 、中
日主流媒体和新闻机构代表 、 中日

交流相关人士、两国青年代表约 100
人出席活动。 多位中日媒体界人士
在致辞中结合自身经历回顾了两国

记者交流的历史。 他们表示，两国互
派记者 60 年的历程证明， 媒体是增
进理解认同的重要桥梁， 对中日两
国而言更是如此。 两国媒体将努力
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和人文交流的

促进者。
吴江浩在致辞中表示，驻外记者

在国与国之间架起信息的桥梁，承担
着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任。 60 年
来，中日两国媒体不断传送彼此国家
发展的最新情况，传播各领域各层次
交往互动的故事，增进了两国民众的
相互了解和认知。 希望两国媒体人为
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发挥更

大积极作用。
在随后的研讨环节，与会嘉宾从

记者交流的回顾与展望、媒体在促进

中日关系中的责任和使命，以及新时
代媒体传播形式和能力建设等角度

展开讨论。纪念活动现场还展出了 20
余幅有关中日媒体交流的照片，与会
嘉宾驻足观看，通过影像资料对两国
互派记者 60 年来的历史有了更加直
观的了解。

本次活动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新华通讯社主办， 日本新闻协会协
办。

中日互派记者 60周年纪念活动在东京举行

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11 月 20 日是第 23 个世界慢阻肺日。 冬季是慢阻肺患者症状易加重的
季节。 专家表示，慢阻肺患者应留意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可使用加湿器，但要
注意定期对加湿器进行清洁，雾霾天应尽量减少外出。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