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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7月 3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三届
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
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
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

识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
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
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

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
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希望各国
汉学家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为沟
通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友谊合作作出更
加积极的努力。

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
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由中国国际交流协
会主办，3 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落实
全球文明倡议，携手绘就现代化新图
景”。

习近平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顾天
成、董瑞丰）记者 3日从国家卫生健康
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已建成国
家级医疗应急队伍 40支，建立省、市、
县三级医疗应急队伍 6500支，国家医
疗应急专家组涵盖 22个专业领域。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
郭燕红在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断提升能力，积
累经验，以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为目
标，全面建立健全医疗应急预案体系，
强化应急处置各环节工作，加强医疗
应急基地、医疗应急队伍、医疗应急物

资储备等各方面建设，初步建立起具
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应急体系。

据介绍，在医疗应急救治基地建
设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发展
改革委在各省份规划布局基础上，规
划建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及重大
传染病防治基地。在医疗应急队伍建
设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财政部
建成 40支国家级医疗应急队伍，指导
各省建立省、市、县三级医疗应急队伍
6500支。两者共同形成我国突发事件
医疗应急工作“核心力量”。

加强医疗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事

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到 2030年，建立
起覆盖全国、较为完善的紧急医学救
援网络，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能力
和紧急医学救援能力达到发达国家水
平。

郭燕红表示，下一步，将按照《突
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十四五”规划》
要求，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应急能力，
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医
学救援时，队伍能够拉得上、打得赢，
顺利完成好先期医疗应急任务。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日前，教
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启动 2023
年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活
动，计划在全国新遴选创建 2500 所中
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进一步丰富
拓展国防教育活动载体，引导青少年
学生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接受国
防教育熏陶。

军地合力开展创建活动，旨在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青少年学
生国防观念，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目前，已认定公布的
2687 所示范学校，高标准推动青少年
国防教育工作，模范执行军人子女教
育优待政策规定，不断厚植青少年学
生热爱国防、支持国防的家国情怀，发

挥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今年的创建活动继续面向全国中

小学开展，遴选认定工作采取量化考
评方式组织，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
认、优中选优，鼓励支持国防教育质量
高、军地共建基础好的中小学校申报
参选。

我国已建立6500支省市县三级医疗应急队伍

2023年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近期，生
猪价格继续低位运行。记者 3日从国
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推动生猪价
格尽快回归至合理区间，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启动年内第二批

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并指导各地
同步收储。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6月 26日
至 30日当周，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低于
5：1，进入《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

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
案》确定的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
国家高度关注生猪市场价格变化，将
持续加强生猪产能和价格调控，促进
生猪市场平稳运行。

年内第二批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将启动

7月3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浙江舟山某军港准备起航（无人机照片）。
当日，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从浙江舟山某军港码头解缆起航，远赴基里巴斯、汤

加、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东帝汶等 5 国执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这是“和平方舟”号医院
船第9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也是中国海军舰船首次访问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并开展人道主
义医疗服务。 新华社 发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起航
执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

司法部 7月 3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近期公证服务减证便民情况。从证明材料清单
管理到创新服务方式，一批公证服务便民惠民
措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减轻群众办证负担
据介绍，近期司法部通过梳理共规范保全、

学历、学位、证书（执照）、现场监督、合同（协议）
等公证事项 33类 81项，办理此类公证需要提供
的证明材料从原来的 396项删减到 280项。

“针对群众反映办理公证材料多等问题，我
们全面梳理地方出台的公证证明材料清单，能
压缩的尽量压缩。公证机构能够通过主动核查
获取的证明材料，或者能够通过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方式获取的证明材料，不再让当事人提供；
属于循环证明、无谓证明的材料，坚决砍掉。”司
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刘福臣说。

在提供证明材料方式上，对事实清楚、法律
关系简单的公证事项中涉及的一些辅助性证明
材料，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原件，提供复印件或
者影印件即可。

提升公证服务水平
针对群众办证往返次数多问题，各地司法

行政系统围绕保障改善民生、优化营商环境、保
护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扩大“最多跑一
次”公证事项范围，对于法律关系明确、无争议
的公证事项，只要申请材料齐全、真实，符合法
定受理条件，即可实现让当事人“最多跑一次”。

据介绍，北京“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由最
初的 52项增加到 185项，基本覆盖了全部公证
业务领域；天津采取容缺受理制度，对于基本条
件具备、主要证明材料齐全仅缺少次要材料的
公证申请，在当事人补齐材料并符合出证条件
的同时立即出具公证书，提升服务效能。

此外，全面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明确公证
机构需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办理公证的条件、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获取材料的途径
和方式等内容。

提供多元化便民服务
针对公证资源分配不均衡、公证服务供给

不足等问题，司法部持续推动优质公证资源均
衡配置，扩大公证机构执业区域至省级，方便群
众、企业选择优质公证服务。

中国公证协会秘书长曹阳表示，中国公证
协会现已研发出“全国公证处地图”微信小程序
和“公证服务查询系统”，实现公证机构查找导
航、公证服务信息展示、公证服务效果评价等功
能，方便当事人申办公证。

同时，加强对偏远地区、力量薄弱公证机构
的对口帮扶，引导县域公证机构进驻基层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站），实现群众申办公证“就近办”。
部署开展“公证进乡村”活动，在乡镇（村居）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站（室）设立公证咨询联络点 12万
余个，为农村群众办理各类公证46万余件。

降低群众办证成本
针对群众办证成本问题，司法部会同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
成机制，明确划定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
目清单，实施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管理。

鼓励各地实行最高上限价格管理，规定办理
单套居民房产继承、遗赠公证事项费用不得超过
1万元。指导各地落实价格减免政策，对 80岁及
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免收遗嘱公证服务
费用；对低收入群体、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
和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按规定
减免公证费用，推动公证服务公平共享。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减证便民
让公证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