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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月 11日就一架俄罗斯飞机失

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

一架飞机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失事，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我谨对遇难者表示沉

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
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就俄罗斯飞机失事

新华社北京 10月 11 日电 10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
家能源委员会主任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
能源委员会会议，部署能源改革发展工
作，审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能
源碳达峰实施方案、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韩正出席。

会上，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作了汇
报。李克强说，能源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的大事。“十三五”时期，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面
共同努力，我国能源发展、结构优化、高效
清洁利用等取得明显成效。当前，国际环
境和全球能源格局、体系发生深刻变革，
我国能源发展和安全保障面临新挑战。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从国情实际出发，处理好发展和减排、
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稳增长和调结
构，深化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李克强指出，能源安全事关发展安
全、国家安全。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
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现阶
段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能源需求不
可避免继续增长，供给短缺是最大的能
源不安全，必须以保障安全为前提构建
现代能源体系，着力提高能源自主供给
能力。要针对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

赋，优化煤炭产能布局，根据发展需要合
理建设先进煤电，继续有序淘汰落后煤
电。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积极发展
页岩气、煤层气，多元开展国际油气合
作。加强煤气油储备能力建设，推进先
进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不断丰富能源
安全供应的保险工具。

李克强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
国经济自身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要科学有序推
进实现“双碳”目标，这必须付出长期艰
苦卓绝的努力。要结合近期应对电力、
煤炭供需矛盾的情况，深入测算论证，
研究提出碳达峰分步骤的时间表、路线
图。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持先立后破，
坚持全国一盘棋，不抢跑。从实际出
发，纠正有的地方“一刀切”限电限产或

运动式“减碳”，确保北方群众温暖安全
过冬，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持
续平稳发展。大力推动煤炭清洁利用，
提高清洁能源比重，深入推进重点领域
节能减排改造，在全社会倡导节约用
能，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李克强指出，创新是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动力。要加快能源领域关键核心
技术和装备攻关，强化绿色低碳前沿技术
研发。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增强消纳新
能源和安全运行能力。完善阶梯电价，深
化输配电等重点领域改革，更多依靠市场
机制促进节能减排降碳，提升能源服务水
平。

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王勇、王毅、
肖捷、何立峰和有关单位、部分企业负责
人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强调

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和安全
增强绿色发展支撑能力

10月11日拍摄的圆明园一角。
当日，北京秋高气爽，圆明园遗址公园水波潋滟，景色宜人。新华社 发圆明园秋色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
者王宾）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1
日敦促美方尽快对近日发生的核
潜艇事故作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
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近日，俄罗斯军事专家科诺
瓦洛夫就 10 月 7 日美国核潜艇发
生撞击事故发表评论指出，美国
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船舶和潜艇经
常与各类物体或民用船只发生碰

撞，也造成过人员伤亡，其专业
性屡遭批评。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我们注意到俄方人士表达
的关切。此前，中方也对碰撞事
故表达了严重关切。”赵立坚说，
此次事故发生后，美方时隔近 5天
才发表了一份语焉不详的声明。
这种不负责任、拖延遮掩的态度
更令国际社会对美方意图和事故
细节产生怀疑。美方有责任说明

事故详细情况，并解释清楚以下
几个问题：

一是美方核潜艇事故到底发
生在什么地方？二是事故有没有
造成核泄漏、破坏海洋环境？三是
事故会不会影响事发海域的航行
安全、渔业作业？

“美方应采取负责任态度，尽
快对此次事故作出详尽说明，给国
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
代。”赵立坚说。

外交部发言人就核潜艇事故三问美方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姜琳）近日，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教育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实施新一轮专
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工程将以培养高层
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为重点，主要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
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开展大规模知识更
新继续教育，每年培训 100万名创新型、应用型、技
术型人才。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工程设 4个重点子
项目：一是高级研修项目，按照高水平、小规模、重
特色的要求，每年举办 300期左右国家级高级研修
班，培养 2万名左右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
理人才；二是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项目，以更新
知识结构、掌握先进技术、提升专业水平、提高创
新能力为主要内容，每年培养培训各类专业技术
人才 90万人左右；三是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
主要面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
制造、区块链、集成电路等领域，实施规范化培训、
社会化评价，每年培养培训数字技术技能人才 8万
人左右；四是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建设项目，分期建设一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

2011年至 2020年，我国实施了第一轮专业技
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
术、新材料等 12 个重点领域和现代物流、知识产
权、食品安全等 9个现代服务业领域，累计开展了
1264.3万人次知识更新继续教育活动，建设了 200
家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完成了每
年约百万人次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
训任务。

上述负责人表示，新一轮知识更新工程将紧
紧围绕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战略
重点，着眼于打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着眼于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
大批卓越工程师和专业技术骨干，加快人才自主
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我国将启动新一轮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

更新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