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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参加集体

谈话。
习近平首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国工人阶级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发挥了主力军作
用，工运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工会工作实现全方位进步。
过去 5 年，广大职工群众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在经济建设、
科技创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防控、抢险救灾等重大
工作中，展现了敢打硬仗、勇挑重担的时代风采。全国总工
会和各级工会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深化
工会系统改革，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增强。对工人
阶级作出的重大贡献，对工会工作取得的新成绩，党中央是
充分肯定的。党中央对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寄予殷
切期望。

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全面地、有效地贯彻落
实到工会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心铸魂，持续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不断增强学习践行党
的创新理论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牢记“国之大者”，
找准工会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工会系统落实落地。要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广大职工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确保工人阶级始终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
靠的阶级基础。

习近平指出，要把广大职工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要围绕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广泛深入开展各种
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创造潜
能，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要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发挥好劳模工匠示范引
领作用，激励广大职工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中成就梦想。要围绕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
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就
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

习近平强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社会财富的
主要创造者，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首先要体现在亿万劳动者身上。工会作为职工利
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要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着力
解决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重视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加强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畅
通职工诉求表达渠道，引导职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推动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
习近平指出，要继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牢固树立大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夯实基层基础，激发基层活力，不断增
强基层工会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要健全已有的组织
基础，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要创新工作方式，努力为职工
群众提供精准、贴心的服务。工会干部要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深入调查研究，及时了解职工所思所想所盼，不断增强
服务职工本领，真心实意为职工说话办事。全国总工会要
带头加强自身建设，当标杆、作表率，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
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工会和工会工作的领
导，选好配强工会领导班子，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工会干
部，重视培养和使用工会干部。要注重发挥工会组织作用，
及时研究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遇到的重要问题，支持工会
创造性开展工作。各级政府要发挥好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
作用，积极帮助工会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
届领导班子就中国工会十八大有关情况和未来 5 年工会工
作安排作了汇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徐留平、杨宇栋、高凤
林作了发言。

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小洪参加
谈话。

习近平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坚持党对工会的全面领导
组织动员亿万职工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
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医
保局、中国残联《关于加强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
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强低
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健全完善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

《意见》提出，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健
全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
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
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分层分类
社会救助体系，实现救助资源
统筹衔接、救助信息聚合共享、
救助效率有效提升，让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
众，切实兜住兜准兜好基本民
生底线。

《意见》确定了需要救助
帮扶的低收入人口范围并按
困难程度进行分层，包括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困难人员。

《意见》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要逐步完善低收入人口动
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通过多种方
式完善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开展跨部门信息比对，实时监
测发现低收入人口的困难风险，分类处置预警信息。

《意见》明确，要根据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信息，
按照低收入人口困难程度和困难类型，分层分类提供常态
化救助帮扶。对符合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低收
入人口，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人员，纳
入基本生活救助范围；符合条件的，要给予医疗、教育、住
房、就业、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对遭遇突发性、紧迫
性、灾难性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
取消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在急难发生地按规定通过
临时救助或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时给予急难社
会救助。同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做好其他救助
帮扶，鼓励开展慈善帮扶。

《意见》提出，要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
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
主动作为、协同配合、齐抓共管，打通数据壁垒、加强信息
共享，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共同做好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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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栖息觅食（无人机照片）。
深秋时节，记者走进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镜头记录这里的壮美与生机。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东南部，属藏北高原昆仑山中部地区，平均海拔 4580 米，

面积约 4.5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典型代表。
这里有着古朴壮美的自然景观，雪山、草原、湖泊、沼泽、沙漠等地貌相映成趣；这里被称为“高原物种基因库”，野牦

牛、藏羚、藏野驴、黑颈鹤、雪豹等珍稀动物在此生活栖息繁衍。 新华社记者 李 响 摄

据新华社天津 10月 23日电 （记者 周润健）“树树
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北京时间 10月 24日 0时 21分将
迎来霜降节气，这是秋天结束、冬天到来的交界点。此
时节，草木开始黄落，进入“千林扫作一番黄”的晚秋。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霜降是二十
四节气中第十八个节气，也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意味
着天气逐渐变冷，昼夜温差日益增大。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随着气温的
逐渐下降，霜降不仅带来丝丝寒意，也带来斑斓秋色。

这 抹 秋 色 是“ 停 车 坐 爱 枫 林 晚 ，霜 叶 红 于 二 月
花”。枫叶经秋风洗礼变为橘红，在阳光照射下，红枫
连天似烟霞，胜过春花一朵朵。“秋深山有骨，霜降水无
痕。天地供吟思，烟霞入醉魂”，宋代诗人江定斋所描
述的就是霜降时深秋的山色美景，饱满的色彩、艳绝的
美景令人心醉神迷。

这抹秋色也是“村暗桑枝合，林红柿子繁”。柿树
大概是最能表现秋天的一种树，柿子经秋风的抚慰如
同一盏盏精致的小灯笼挂满了树丫，甚是可爱，阳光洒
在上面，红彤彤的，光亮诱人。此时的柿子皮薄、肉多、
味美，且营养丰富，咬上一口满嘴都是清甜。

这抹秋色更是“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金秋
九月菊花香，赤白青黄吐蕊芳”，霜降时节菊花盛开，正

是赏菊好时节。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中记
载，“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由于菊的这种独特

品性，成为坚韧、勇敢、顽强、不屈的象征。
霜降时节，趁着天高云淡，不妨约上三五

好友漫步陌上，再赴一场秋日之约，
观枫、赏菊、摘柿，于时光深处，静
候秋天落幕，等待初冬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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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者 于文静、王聿昊）
今年我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除局部受灾外，大部分地区
光温水匹配较好，总体呈增产态势。全年粮食产量有望
再创历史新高，连续 9年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

这是记者从 23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的消息。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 10 月 22 日，全国秋粮
已收 81.3%。“从专家田间测产，各地实打实收的情况看，
全国绝大部分省份是增产的，个别省份因灾减产，有增有
减，增的明显比减的多，算大账今年秋粮是增产年份。”农
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说。

据潘文博介绍，今年秋粮面积增加，奠定了秋粮增产
基础。预计今年秋粮面积 13.1 亿亩，比上年增加了 700

多万亩。其中有的是经济作物改种粮食，有的是间套复
种提高复种指数，有的是整改复耕，有的是增水增地种
粮 。“今 年 高 产 作 物 玉 米 面 积 增 加 也 比 较 多 ，预 计 增 加
1300多万亩，相应的杂粮杂豆等低产作物的面积就减了，
这两类作物亩产相差 500斤左右。”

同时，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初显。年初农业农村部启
动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今年重点在 200

个玉米大县、100 个大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从耕
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找差距，采取综合性解决方案。

今年我国秋粮总体呈
增产态势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全面线下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0月 23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已有超过 3400家参展商和 39.4万名专业观众注册
报名，全面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百余名世界 500强和行
业龙头企业全球总部高管已确认来华参加进博会，规模
创新高”“展览面积约 36.7万平方米，参展的世界 500强
和行业龙头企业数达 289家，均超过之前历届水平”……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第六
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我们将与各方密
切配合，全力以赴打造一届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
全球经贸盛会，为与会各方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
遇、增长机遇，凝聚合力，共促发展。

国家展充分展示各方开放合作意愿——
盛秋平说，本届进博会预计将迎来 154 个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已有 69 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
确认将参加国家展；洪都拉斯、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
南非、越南等 5 国担任主宾国；中国馆增至 2500 平方
米，规模为历届之最；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为主题，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十周年成就展”。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共建国
家参展情况受到关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
成海介绍，国家展的 72 个参展方中共有 64 个共建国
家。截至目前，共建国家已有超过 1500 家企业签约第
六届进博会企业展，总展览面积近 8 万平方米，面积较
上届增长约 30%。

据介绍，对于共建国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进博会
通过提供部分免费展位、搭建补贴和展品留购税收优
惠政策等方式，推动当地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企业展质效显著提升——
企业展是历届进博会的重头戏。盛秋平介绍，本

届进博会能源低碳、人工智能等科技前沿类展览专区
以及生活消费类题材展览面积增长 30%，超过 400 项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将集中展示。全球十五大整车
品牌、十大工业电气企业、十大医疗器械企业、三大矿
业巨头、四大粮商、五大船运公司等均已确认参展。

孙成海说，与往届相比，今年企业展规模以及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都创了历史新高。此
外，还有 70 余家境外组展机构组织约 1500 家中小企
业参展，参展面积 4.6 万平方米，中小企业参展数量和
面积较上届增长近四成。

盛秋平说，前五届进博会展示超过 2000 项代表性
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累计意向成交额近 3500

亿美元，助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今年将组织 322

家进博会展商走进地方，有力促进“展商变投资商”。
虹桥论坛“开放”主题更加鲜明——

“今年，虹桥论坛将继续聚焦全球开放和经济热点
议题，为经济全球化、全球开放合作凝聚更多共识。”盛
秋平说。

今年虹桥论坛以“携手促发展 开放赢未来”为主题，
将举办开幕式及“投资中国年”峰会等重要活动，分专题
举行外资企业圆桌会，发布《世界开放报告 2023》及最新
世界开放指数。坚持高标准推进，精心组织 22 场分论
坛，全球政商学研界 300余位重量级发言嘉宾将出席。

孙成海介绍，论坛紧扣时代热点，设置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智能科技、国际标准合
作、全球经贸治理等热点议题。国际参与面更广，联合
国贸发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知名
国际组织参与主办分论坛。

持续提升展客商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
据介绍，本届进博会配套现场活动已排期 124 场，

涵盖政策解读、贸易对接、投资促进、研究发布等类别。
人文交流活动参与国别、省份及展台数量均创新高。

“这次进博会更加突出智慧和绿色特点。”上海市
副市长华源介绍，将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
手段，优化在电子证件、客流引导、展馆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应用。推进绿色搭建与出行，持续打造绿色进博、
零碳进博、零塑进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主任朱民说，进一步完善服务
保障措施，持续提升展客商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
展品入境更加便利，海关出台 17 条通关便利措施，涵
盖参展准入、展品通关、展后处置全流程。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为与会各方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看点前瞻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 （记者 戴小河、雷肖
霄）记者 23日从中国海油获悉，公司在鄂尔多斯盆地东缘
2000米地层发现千亿方深煤层气田——神府深煤层大气
田，探明地质储量超 1100亿立方米。

中国海油勘探副总师徐长贵说，神府深煤层大气田
的发现展示了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深部煤层气勘探开发的
广阔前景，对我国类似盆地资源勘探和非常规油气增储
上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神府深煤层大气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地处鄂尔多
斯盆地东缘，煤层主要埋深 2000 米左右，单层厚度在 6.2

米至 23.3 米之间，吨煤平均含气量达 15 立方米。中国海
油目前在该区域共部署了超 100口探井，单井最高日产量
达 2.6万立方米。

煤层气是指储存于煤层中的天然气，业内通常将埋深
超过 1500 米的煤层气称为深部煤层气。一直以来，我国
煤层气勘探开发大多集中在埋深小于 1000米的浅煤层。

神府深煤层大气田是中国海油继山西临兴气田后发现
的第二个千亿方大气田。

我国发现千亿方
深煤层气田

据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23 日电 （记者 杨 帆、郭雅
茹）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府日前发布通告称，经研究决定
自 2023年 10月 23日起，在廊坊市全域范围内解除机动车
尾号限行措施。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日前也发布通告称，从
10月 23日起暂停限号。这意味着河北省仅剩的两个限号
城市，此次全部“解限”。

根据此前政策，河北省石家庄、唐山、邯郸、廊坊、邢
台、保定、衡水等多个地市实行限号、限行或曾经实行限
号、限行措施。如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因大气污染防治、机
动车保有量猛增等相关原因，2014 年在市区范围内就实
行过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相关部门负责人受访时表示，近一个阶段群众在地方
政务平台呼吁“希望取消限号”的建议和意见较多，相关地
方党委、政府在深入调研和征求意见后，根据城市道路交
通形势和交通管理能力，为方便群众出行，决定暂停实施
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

河北所有地市取消
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

红枫似烟霞
胜过春花开

今日 0 时 21 分霜降

2025年底老年助餐
服务网络形成一定规模

民政部等 11 部门印发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者 高 蕾）记者 23

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计划
到 2025 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实现较
大幅度提升，服务网络形成一定规模。到 2026 年底，全
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服务网络
更加完善，多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记者了解到，方案对扩大和优化服务供给进行部署，
要求各地综合考虑辖区内老年人口规模、助餐服务需求、
服务半径等因素，坚持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和适度新建相
结合，完善老年食堂、老年餐桌、老年助餐点等老年助餐
服务设施配置，优化功能布局，将老年助餐服务设施纳入
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促
进服务便利可及。

在保障服务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各地要结合实际制
定老年助餐服务规范，指导各类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优先
提供午餐服务，有条件的提供早、晚餐服务，并保证助餐
服务的连续性、稳定性。方案要求，依托现有的养老服务
信息平台，开展老年助餐服务需求调研摸底和重点保障
对象确认工作，加强数据采集整合与共享，精准对接老年
助餐服务多元供给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