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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莉 郝赫）6 月 15 日

至 24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王东明同志要求，

回应各地工会呼声，全国总工会开展了

第二轮与部分省级总工会围绕促进企业

发展维护职工权益工作视频调研，全总

党组、书记处同志分别与广西、天津、辽

宁、河南、江西、四川、甘肃、新疆等 8 个

省（区、市）总工会进行沟通交流，进一步

了解各地工会和基层职工情况，帮助解

决难点问题、推动重点工作。

几天的时间里，全总党组书记、副

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及谭天星、

江广平、魏地春、马璐、张茂华、邹震等全

总党组、书记处同志，带领全总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围绕推进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安全

生产、劳动领域政治安全等工作，分别

与张晓钦、梁宝明、杨忠林、李公乐、刘

强、宋开慧、吴明明、陈忠宽等 8 个省

（区、市）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进行视频

座谈，详细听取汇报，共同分析问题，研

究提出对策。

会议认为，各省（区、市）工会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力应对疫

情对劳动关系和职工队伍的冲击、影

响，推出一系列强信心、抗疫情、促发

展、维权益、保稳定的举措，为维护职

工权益、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得到了职工群众的认可。

（下转第 2版）

全国总工会围绕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工作持续深入进行调研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在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担当作为

各位同事：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上世

纪 60年代末，我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

小村庄当农民，切身体会到了百姓的稼

穑之难和衣食之苦，他们对美好生活的

渴望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半个世纪

后，我重访故地，看到乡亲们吃穿不愁，

衣食无忧，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

食足而知荣辱。”这些年，我走遍中国城

镇乡村，也访问过不少国家。我深深感

受到，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对生

活安康、社会安宁的梦想。

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探索

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果。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经济已占全球半壁江山，在科技、

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也取得长足

发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吞噬全球多年

发展成果，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落实进程受阻，南北鸿沟继续拉大，粮

食、能源安全出现危机。（下转第2版）

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
——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

（2022年 6月 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王娅

实习生谢迟）记者从广东省总工会了解

到，近期，广东防汛形势严峻，为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专题工作会议精神，广东

省总工会党组会专题研究做好受灾职工

生活救助、帮扶等工作。省总向韶关、清

远、河源、肇庆等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拨

付救灾专项资金共计 200万元。

据介绍，该资金从广东省总工会救

灾资金中列支，主要用于受灾职工的生

活救助，严格按照《广东省总工会救灾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执行。

韶关、清远等地因暴雨受灾严重

广东省总拨付救灾专项资金200万元

□习近平签署第一一四号主席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习近平签署第一一五号主席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习近平签署第一一六号主席令
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垄断法〉的决定》，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习近平签署第一一七号主席令
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自2022年6月25日
起施行

□习近平签署第一一八号主席令
免去陈小江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潘岳为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免去赵克志兼任的公安部部长职务 任命
王小洪为公安部部长 免去张纪南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职务 任命周祖翼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免去陆昊的自然
资源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广华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任命倪虹为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免去孙绍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职务 任命
裴金佳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

新华社记者 姜微 何欣荣 周琳

浦江潮涌，东方风来。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到上海考

察，为上海改革发展把舵领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上海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先

行先试、改革创新，在创造新时代发展

新奇迹的征程上破浪前行。

“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
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上 海 是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前 沿 阵

地。2015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

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

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上海要“继续当好

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

者”。2018 年考察上海时，总书记再次

对上海提出殷切希望：“勇于挑最重的

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发挥开路先锋、

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为全国改

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上海敢闯敢试、先行先试，

持续发挥“排头兵”的带动作用。

穿过标志性的“海鸥门”，中国第一

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出现在眼前。

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外高桥保

税区考察，强调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

改”。2018年 10月，自贸区建设五周年之

际，总书记再次指示：“把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外高桥

综合服务大厅，当年长长的服务柜台，

已变成开放式工位，企业办事交流“零

距离”。“一个‘闯’、一个‘试’，让深水

区改革的方向豁然开朗。”浦东新区市

场监管局注册三科科长王连凤说，商

事登记改革不断推进，准入门槛越来

越低，注册效率越来越高。

上海自贸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播撒的改革“良种”持续迎来好

收成：2021 年上海日均新设企业 1800
余户，千人拥有企业数居全国首位；

300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这里诞生，

并向全国复制推广。

（下转第 2版）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杨依

军）国家主席习近平 24日晚在北京以视

频方式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阿根

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埃及总统塞西、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伊朗总统莱希、哈萨克

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塞

内加尔总统萨勒、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乌

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巴西副

总统莫朗、柬埔寨首相洪森、埃塞俄比亚

总理阿比、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印度

总理莫迪、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泰国

总理巴育出席。各国领导人围绕“构建

新时代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携手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题，就加

强国际发展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共商发展合作大计，达成广泛重要

共识。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18个

与会国国旗旗阵熠熠生辉。

晚 8 时 许 ，习 近 平 宣 布 对 话 会 开

始。与会各国领导人一同观看视频短

片，重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近

年来合作的重要时刻。当十八国领导人

“云合影”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现场

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 发 表 题 为《构 建 高 质 量 伙

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重要

讲话。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

恒主题。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人民

对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梦想。长期以

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探索符合自身国

情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不懈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已占全球

半壁江山，在科技、教育、社会、文化等领

域也取得长足发展。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吞噬全球多年发展成果，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南北

鸿沟继续拉大，粮食、能源安全出现危

机。同时，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

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的意志更加坚定，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各国带来

的机遇更加广阔。

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

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我们

要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坚定信心，起而行

之，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推动全球

发展，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

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第一，我们要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

国际共识。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

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

才有基础。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

位置，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打造人人重视发展、各国共谋合作的

政治共识。

第二，我们要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

的国际环境。保护主义是作茧自缚，搞

“小圈子”只会孤立自己，极限制裁损人

害己，脱钩断供行不通、走不远。要真心

实意谋发展、齐心协力促发展，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

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

第三，我们要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

动能。要推进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

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推动现代产业

发 展 ，弥 合 数 字 鸿 沟 ，加 快 低 碳 转

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

的全球发展。

第四，我们要共同构建全球发展

伙伴关系。合作才能办成大事，办成

好事，办成长久之事。发达国家要履

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

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

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

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要支

持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挥统筹

协调作用，鼓励工商界、社会团体、媒

体智库参与全球发展合作。

（下转第 2版）

习近平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

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

6月 2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全球发展高层
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重要
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6月 2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重要讲话。这是与会各国领导人
的“云合影”。

新华社发

通 江 达 海 向 未 来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上海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