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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4日晚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届
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 在可
持续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
明的纽带。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帆影，到
航海时代的劈波斩浪，再到现代交通网络
的四通八达，交通推动经济融通、人文交
流，使世界成了紧密相连的“地球村”。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给世界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严重挑战。我
们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推进全球交通合
作，书写基础设施联通、贸易投资畅通、
文明交融沟通的新篇章。

第一，坚持开放联动，推进互联互
通。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搞歧
视性、排他性规则和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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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基础设施“硬联
通”、制度规则“软联通”，促进陆、海、天、
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

第二，坚持共同发展，促进公平普
惠。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

富裕才是真富裕。只有解决好发展不平
衡问题，才能够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更加
广阔的前景。要发挥交通先行作用，加大
对贫困地区交通投入，让贫困地区经济民
生因路而兴。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
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支持，促进共同繁
荣。

第三，坚持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动
能。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推
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使人享其
行、物畅其流。

第四，坚持生态优先，实现绿色低
碳。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才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要加快形成绿色
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
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
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第五，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
理。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

发展。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围绕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推
进减贫、卫生、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等合作。希望各方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
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了交通大
国，正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我们坚持交
通先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
达全球。我们坚持创新引领，高铁、大飞
机等装备制造实现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
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港珠澳大桥、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等超大型交通工程建成投
运，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我
们坚持交通天下，已经成为全球海运连接
度最高、货物贸易额最大的经济体。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中欧班列、远洋货轮昼夜
穿梭，全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体现了中国担当。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真正的
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
相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不会变，促进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决心不会变。中
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
上。中国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加强同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
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

习近平宣布，中方将建立中国国际可
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为全球交通发
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最后强调，让我们携手走互联
互通、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共同建设一
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丁薛祥、刘鹤、蔡奇、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开幕式。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于 10 月 14 日至 16 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方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土库
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埃塞俄比
亚总统萨赫勒-沃克、巴拿马总统科尔蒂
索、荷兰首相吕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等应邀以视频方式发表致辞。171 个
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

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
太阳Hα光谱探测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星成功发射

10 月 14 日，我国在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首颗太阳探
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
号”。该星将实现国际首次太
阳 Hα 波段光谱成像的空间探
测，填补太阳爆发源区高质量
观测数据的空白，提高我国在
太阳物理领域研究能力，对我
国空间科学探测及卫星技术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我国
正式步入“探日”时代。

“羲和号”全称太阳 Hα 光
谱探测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
验卫星，运行于高度为 517公里
的太阳同步轨道，主要科学载
荷为太阳空间望远镜。Hα 是
研究太阳活动在光球和色球响
应时最好的谱线之一，通过对
该谱线的数据分析，可获得太
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度等
物理量的变化，有助于研究太
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和物理机
制。

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
据中心主任、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重大专项工程总设计师赵坚
表示，“羲和号”实现了我国太
阳探测零的突破，标志着我国
正式步入“探日”时代，将开拓
我国太阳探测国际合作和交流

的新局面，大幅提高我国在太
阳物理领域研究的国际地位。

卫星在轨运行期间，将观
测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
光球及色球表现，探究太阳爆
发的源区动态特性和触发机
制，同时探测太阳暗条形成和
演化过程的色球表现，揭示其
与太阳爆发的内在联系，还将
获取全日面 Hα 波段多普勒速
度分布，研究太阳低层大气动
力学过程，为解决“太阳爆发由
里及表能量传输全过程物理模
型”等科学问题提供重要支撑。

该卫星采用了超高指向精
度、超高稳定度的“双超”卫星
平台设计。平台将在轨应用磁
浮技术，大幅提高载荷姿态指
向精度和姿态稳定度。未来，
双超平台技术还将在高分辨率
对地详查、大比例尺立体测绘、
太阳立体探测、系外行星发现
等新一代航天任务中开展广泛
应用，助推我国空间科学和空
间技术跨越式发展。

本次发射成功搭载了亚太
空间合作组织的 2 颗政府间合
作微小卫星：大学生小卫星-1、
大学生小卫星-2A，此次任务是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立以来首
次发射卫星。此外，本次发射

还搭载了 8颗商业微小卫星。
本次发射的“羲和号”卫星

和执行本次任务的长征二号丁
运载火箭均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抓总研制，国家航天局
负责卫星工程组织管理、重大
事项组织协调和发射许可审
批。

在火箭高密度发射的今
天，落区环境的安全成为大众
关注的焦点。为缩小落区范
围、保障落区安全，本次发射是
栅格舵落区控制系统首次在长
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开展的性能
验证试验，通过展开的栅格舵
对一子级返回进行姿态控制，
可达到一子级落区范围缩小
80%以上的目标，让运载火箭落
点更加精准可控，极大改善落
区安全环境。

发射前，国家航天局新闻
宣传办公室、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南京大学还联合组织
发起了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
试验卫星征名活动，经过征集、
遴选和专家推介三个环节，最
终定名“羲和”。“羲和”为中国
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与制定
时历的女神，象征着中国对太
阳探索的缘起与拓展。

新华社太原10月14日电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
电（记者王宾）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 14日说，台湾是中
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
道四。美方应严肃对待中
方立场和关切，切实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停止在台湾、
海上等问题上发表不负责
任的言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美国五角
大楼发言人柯比日前对记
者称，中国加大恐吓、压迫
台湾和其他伙伴盟友，包括
在台湾附近、东海和南海加
紧从事军事活动，这破坏了
地区稳定，只能增加误判风
险。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赵
立坚强调，中方有关举措是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
整和自身权益的正当合理
措施。当前在中国与南海
周边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

局势总体稳定。“美方有关
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
定，蓄意利用有关问题挑拨
离间地区国家与中国关系，
对外发出极为错误和不负
责任的信号，中方对此强烈
不满、坚决反对。”

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
来，美方在售台武器、加强
美台官方军事联系等方面
消极动作不断，包括出台 7.5
亿美元售台武器计划，美军
机降落台湾岛，军舰频频过
航台湾海峡等，持续在南海和
中国周边兴风作浪，炫耀武
力，人为挑动地缘政治对抗，
充分暴露了美国是地区和平
稳定破坏者、团结合作搅局
者、麻烦制造者的真面目。

“美方应严肃对待中方
立场和关切，切实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停止在台湾、海
上等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
的言论。”赵立坚说。

外交部发言人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

我国实施母婴
安全行动提升计划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
电（记者田晓航）为贯彻《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
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提
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维护
妇女儿童健康权益，国家卫
生健康委在总结 2018 年至
2020 年母婴安全行动计划
实施情况和有效经验做法
的基础上，组织制定并印发
了《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
（2021-2025 年）》（下称“提
升计划”），14 日在官网公
布。

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
健康的基石。《“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到
2030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

下降到 12/10 万，全国婴儿
死亡率下降到 5‰。

提升计划提出，促进母
婴安全高质量发展，降低孕
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
到 2025年，全国孕产妇死亡
率下降到 14.5/10万，全国婴
儿死亡率下降到 5.2‰，为如
期实现《“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主要目标奠定坚实
基础。

根据提升计划，行动内
容包括妊娠风险防范水平
提升、危急重症救治水平提
升、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提
升、妇幼专科服务能力提
升、群众就诊分娩满意度提
升等 5 个方面，涵盖多项具
体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