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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马卓言
冯歆然)5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宣布，中方同拉
方携手启动五大工程，共谋发展振兴，共
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初夏时节，生机盎然。国家会议中心
内，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国旗以及有
关地区组织旗帜交相辉映。

习近平同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哥伦比亚
总统佩特罗、巴西总统卢拉、智利总统博
里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以及地区组织代
表团团长亲切握手并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
《谱写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新篇章》的主
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2015年，我同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代表一道，在北京出席中拉论
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宣告中拉论坛
成立。10年来，在双方精心培育下，中
拉论坛已经从一棵稚嫩幼苗长成挺拔大
树。双方携手并肩、相互支持，拉美和加
勒比建交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
坚定支持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
路，支持拉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外
部干涉；双方勇立潮头、合作共赢，顺应
经济全球化大势，推动贸易、投资、金
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

不断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
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积极开展防灾减
灾救灾合作，携手应对飓风、地震等自然
灾害和世纪疫情；双方团结协作、勇于担
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促进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事实证
明，中拉已经成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
体，其鲜明底色是平等相待，强大动力是
互利共赢，胸怀品格是开放包容，根本追
求是造福人民，具有蓬勃生命力和广阔发
展前景。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多重风险交织叠加，各国唯有团
结协作，才能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
球发展繁荣。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
霸凌霸道只会孤立自身。中国同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都是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独立自
主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发展振兴是我们的
天然权利，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中方愿同拉方携手启动五大工程，共谋发
展振兴，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一是团结工程。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坚定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发出共同声音。未来3年，中方将每年邀
请300名拉共体成员国政党干部来华考察
访问。

二是发展工程。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
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入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中方将进口更多拉方优
质产品，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拉投资。

三是文明工程。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
议，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化中拉文
明交流互鉴，举办中拉文明对话大会。

四是和平工程。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
议，加强灾害治理、网络安全、反恐、反
腐败、禁毒、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合
作，努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五是民心工程。未来3年，中方将向拉
共体成员国提供35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1万个来华培训名额、500个国际中文教师
奖学金名额、300个减贫技术人才培训名
额、1000个“汉语桥”项目来华团组名额，
实施3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支持拉共
体成员国开展中文教育。中方将首批向拉
美和加勒比地区5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
并适时扩大对地区国家覆盖范围。

习近平最后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
变化，中国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
朋友、好伙伴，同拉方在各自现代化征程
上并肩前行，共同谱写构建中拉命运共同
体新篇章。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哥伦比亚总统佩特
罗，巴西总统卢拉，智利总统博里奇，新
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芙分别致
辞。拉共体候任轮值主席国乌拉圭总统奥
尔西特别代表宣读总统贺信。他们高度评
价拉中论坛10年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赞赏中国为推动拉中合作、促进拉美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各方重申坚定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各方表示，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
全球倡议，为世界开辟了和平繁荣进步的
光明前景。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拉
中应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推动拉中命运
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共创拉中合
作美好未来。拉中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
坚定支持对方维护主权和自主选择发展道
路；加强拉美各国发展战略同“一带一
路”倡议对接，推动贸易、投资、基础设
施、农业、科技、新能源、教育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推动文明交流对话，增进拉
中人民相知相亲；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
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支持多边主
义、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维护全球南方
国家共同利益。

当天中午，习近平为与会拉方领导人
及各代表团团长举行欢迎宴会。

蔡奇、尹力等出席上述活动。
王毅主持开幕式。

习 近 平 出 席 中 拉 论 坛 第 四 届 部 长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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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

药韵传薪火

科创绘童心
5月13日，在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

科创教室，学生在进行3D打印中草药
创作。
近年来，广西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

积极开展传统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
动，通过“传统中医药传承+科技创
新”融合实践，让学生们在中草药种
植、3D打印中草药创作等过程中，感
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他们，一袭白衣，护佑生命前行；他
们，被称为“提灯天使”，用温暖守护着
患者安康。

随着护理技术的不断发展，护理工作
的专业化如何提升？对护士提出哪些新要
求？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
多位护士，聆听他们的心声。

是护士，也是专家

保温箱中，是体重仅480克的早产
儿，手腕仅成人小拇指粗细。在B超的引
导下，穿刺、定位导管位置、为孩子置入
中心静脉导管……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护士长
钟学红和团队为这个提前来到人间的宝宝
搭建起了生命的通道。

“随着医疗各亚专科的细化，现代模
式的护理对护士知识、技能的科学性、专
业性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钟学红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信息显示，近年来，
全国注册护士数量以年均8%左右的幅度
逐年增加。通过加大护士岗位培训力度，
护理专业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以北京中医医院为例，新入职护士
需完成100学时包括中医基础理论、症状
护理、中医适宜技术等内容的中医培训，
通过考核后方能上岗。”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中医医院护理部主任裴晓璐说。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护
师邢红刚刚获得了第50届南丁格尔奖。
在她看来，护士也要成为技术的创新者、
传播者。

在国内尚无血管超声引导设备的情况
下，首创“非超声引导改良塞丁格技

术”，使PICC置管成功率由传统穿刺的
60%提高为90%；建立“标准化静脉导管
护理社区示范基地”，推动静脉导管维护
走入社区，让患者“少跑路”……邢红
说，护士不仅是医生的助手，也需要善于
思考，勇于创新。

智能化时代带来新挑战

上海市三级医院床边监护系统逐步实
现数据自动采集、输液自动化监测系统全
覆盖；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为免陪照护服
务病房配备智能手环呼叫系统、输液提醒
装置等……在全国多地，护理工作正积极
拥抱“智能化时代”。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
展，包括护理工作在内的医疗行业开启了
智能化“变革”。去年11月，有关部门联
合印发《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参考指引》，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老年人
健康管理、手术室管理等多个场景的医疗
和护理工作中。
智能输液泵可精准控制给药速度，降

低人为误差；护理机器人能协助完成物资
配送等重复性工作，让护士将更多时间投
入患者服务……在护理工作中，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蒙景雯实实在在感受
到流程的优化、效率的提升以及服务质量
的明显改善。

“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大兴院区血液透析中心护理组长
隗怡认为，智能化时代，护士需要具备更
高的技术素养，能够熟练操作和维护智能
设备，适应新的工作模式，还需要不断参
加培训和继续教育，以跟上技术发展步

伐。

做百姓健康的“贴心人”

在北京儿童医院，儿科护士们用孙悟
空、黑猫警长等动画人物鼓励孩子们更好
地配合治疗，还会在照护重症新生儿的过
程中，在宝宝身边播放妈妈的声音，放件
妈妈的衣服，让孩子感受到妈妈在身边般
的安全感。

“我们不仅要看到孩子的病，还要看
到疾病背后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乃至整个
家庭。”钟学红说，人文关怀是护理至关
重要的专业属性。

技术发展不能替代人文关怀。“中医
护理强调‘望闻问切’和个体化服务，这
是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无法替代的。”裴晓
璐说，“因此，我们始终倡导‘技术为护
理赋能，但并非主导’。”

“例如，肿瘤患者化疗后常出现失
眠，我们会用西医的镇静药物缓解症状，
同时配合耳穴压丸治疗和睡前中药泡脚，
既解决了生理问题，也给予了心理慰
藉。”裴晓璐说，人文关怀体现在细节
中，比如用温柔的话语进行健康宣教，或
根据体质差异调整饮食建议。

患者在病痛中，往往忍受着身心上的
双重折磨。“透析患者往往存在一定程度
的抑郁或者焦虑情绪，我们会关注患者的
心理状态，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提供
情感支持。”隗怡说。

“提灯天使”，变的是不断发展的技
术，不变的是人文关怀。护理的温度，正
传递进更多患者的心间。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国际护士节：“提灯天使”的变与守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田晓航 李恒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古一
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2日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2025年4月底，2024年度秋粮
旺季收购圆满收官，累计收购秋粮3 . 45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分品种看，中晚籼稻收购6000万吨、
粳稻 4 5 0 0万吨、玉米 2 . 2 7亿吨、大豆
1300万吨。

秋粮上市后，国家有关部门统筹市
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加强市场监测
分析，强化预期引导，多措并举畅通农
民售粮渠道，秋粮收购市场活跃、进度
较快、价格回升向好。

我国秋粮收购主要包括中晚稻、玉米和
大豆，旺季收购期从当年的九月中下旬开始
到来年的4月底结束。秋粮收购占全年粮食

收购量的四分之三左右，品种多、范围广、
数量大，是全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前我国新季夏粮上市在即。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持
续加大工作力度，一手抓市场化收购，充分
激发市场活力；一手抓政策性收储，稳市场
稳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024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达3 . 45亿吨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马
卓言)5月1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
问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去年中巴建交50
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
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
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
决策为中巴关系下一个“黄金 50
年”擘画了宏伟蓝图。面对变乱交织
的国际形势，中巴两国要秉持为人类
进步担当、为全球发展尽责的初心，
深入推进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
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携手带动全球南
方国家加强团结协作。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巴双方一要坚持战略互信，夯实中
巴命运共同体根基，秉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优良传统，在涉及对方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加强各层级、全方位往来，确保双边
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二要坚持扩
大合作，丰富中巴命运共同体内涵，
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
略有效对接，发挥好两国各项合作机
制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
传统领域合作，拓展能源转型、航空
航天、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合作新
疆域，为两国务实合作打造更多亮
点。三要坚持人文交流，增加中巴命
运共同体活力，以明年举办作为东西
半球两大发展“中巴文化年”为契机，
加强文化、教育、旅游、媒体、地方等
合作，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
利。四要坚持多边协作，提升中巴命
运共同体成色。中国家，两国要加强
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中拉论坛等多
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共同坚持多边
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经贸
秩序，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和霸凌行径。

卢拉表示，巴中相互尊重，命运
与共，两国关系坚不可摧，不容任何
外部因素的干扰破坏。与其他大国不
同，中国始终真心诚意支持帮助包括
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巴方愿同中方深化战略合作，推
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建设一个更
加公正、和平、繁荣的世界，为各国
树立榜样。巴方愿对接自身发展战略
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两国在经
贸、基础设施、航天、金融等领域合
作。扩大青年、文化交流，增进两国
人民往来和友好感情。中国的脱贫成
就令人钦佩，巴西愿学习借鉴中国经
验，让更多人摆脱贫困和饥饿。当前
形势下，坚定捍卫多边主义至关重要，保护主义、滥征关税无法带
来发展繁荣，只会造成混乱，中方应对全球挑战的坚定态度给予各
国力量和信心。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共同
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作为爱好和
平的进步力量，中巴两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发挥“和平之友”小
组作用，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直接对话，同全球南方国家一
道，继续为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发展战略对接、科技、农业、
数字经济、金融、检验检疫、媒体等领域20份合作文件。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强化携手构

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多边主
义的联合声明》和《中国巴西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卢拉
和夫人罗桑热拉举行欢迎仪式。

卢拉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习近平同卢拉登上检阅台，军乐
团奏中巴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卢拉在习近平陪
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卢拉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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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唐诗凝）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获悉，2025年1至4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017 . 5万
辆和100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 . 9%和10 . 8%。前4个月产销量首
次突破千万辆，彰显汽车产业活力。

内需潜力加快释放，起到较好支撑作用。1至4月，汽车国内销量达
到812 .3万辆，同比增长12%，高于汽车整体销量增幅1 .2个百分点。

出口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保持稳定。1至4月，汽车出
口193 . 7万辆，同比增长6%，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64 . 2万辆，同比
增长52 . 6%。4月单月，汽车出口51 . 7万辆，环比和同比实现双增长。

新能源汽车表现活跃，产销延续快速增长态势。1至4月，新能
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442 . 9万辆和43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 . 3%
和46 . 2%，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2 . 7%。

乘用车市场延续良好表现。1至4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为
594万辆，销量占有率达到68 . 7%，较上年同期上升8 . 1个百分点。
4月单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占有率超过70%。

“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市场在政策驱动、技术升级等多重因素
推动下，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说，一系列
政策举措释放积极信号，有助于进一步提振汽车内需市场，帮助应
对出口负面冲击，巩固拓展汽车行业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前4个月我国汽车产销量

首次突破千万辆

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

合计突破1000万份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谢希瑶 王雨萧）记者12日从

商务部获悉，自2024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累计补贴申
请量已突破1000万份。

数据显示，截至5月11日，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达
322 . 5万份，其中汽车报废更新103 . 5万份，置换更新219万份。汽
车以旧换新政策有效促进消费增长、绿色转型和资源循环。

具体来看，汽车消费持续回升。1至4月，国内乘用车零售量
691 . 8万辆，同比增长9%。据商务大数据监测，4月份重点监测零
售企业汽车类销售额同比增长1 . 9%。

绿色智能消费新品备受青睐。2025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
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53%。1至4月，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零售
334 . 2万辆，同比增长37%，市场渗透率达48 . 4%，比2024年全年
提升0 . 8个百分点。

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不断提高。1至4月，报废汽车回收量276 . 7
万辆，同比增长65%。

新华社武汉
5月12日电（记
者 李思远）据
交通运输部长江
海事局消息，为
破解长期存在的
长江航线分段管
理难题，新编制
的《长江干线安
徽至四川段船舶
航行规则》12日
1 2时起 正式实
施。新规则与现
行的《长江江苏
段船舶定线制规
定》无缝衔接，
历史性地实现了
长江干线上中下
游航行规则的统
一。

上世纪90年
代起，长江干线
先后分段实施了
船舶定线制、分
道航行规则的航
路改革。随着近
年来长江干线通
航 环 境 持 续 改
善，航运管理智
慧化水平显著提
升，长途运输占
比明显提高，原
有航行规则已不
能完全适应长江

航运发展现状。
作为长江干线首部船舶航行通用规

则，《长江干线安徽至四川段船舶航
行规则》以“分道通航、减少航路交
叉、大小船舶分流”为核心原则，通
过整合优化上中下游7部航行规则，统
一了航路设置标准与船舶航行规则，
科学调整分道通航比例，合理设置推
荐航路、单向通航制水域及横驶区，
并将通航分道、推荐航路、横驶区、
单向通航制水域等统一编制目录，规
范表述。

长江海事局副局长左中君说，新规
则实施后，将有效减少船舶交叉会遇
频率，降低航行能耗与时间成本，预
计每年将为航行于长江安徽至四川段
的超150万艘次船舶节省燃油约25万
吨，有效提高客货运输周转效率，进
一步释放长江航运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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