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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3日电（记者 杨依

军）11 月 3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希

腊总理米佐塔基斯。

习近平指出，中希是共建“一带一

路”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伙伴。两国建交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希关系始终健康发

展、历久弥新。中方珍视同希腊的传统

友谊，愿同希方一道，坚持战略引领，坚

持开放合作，推动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习 近 平 强 调 ，互 利 合 作 和 文 明 交

流 是 中 希 关 系 的 两 大 纽 带 。 不 久 前 ，

希 腊 政 府 派 高 级 代 表 出 席 第 三 届“ 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对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支持。中方愿

同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交通、

船舶、能源、通信、金融等领域合作，拓

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合作

机遇，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

动比雷埃夫斯港长期、稳定、可持续发

展。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希腊投资兴

业 ，欢 迎 希 腊 企 业 参 与 中 国 － 中 东 欧

国 家 合 作 ，欢 迎 更 多 优 质 希 腊 产 品 进

入中国市场。中方支持中希文明互鉴

中心、文明古国论坛等人文机制，愿同

希方深化教育、文化、科研、旅游、青年

等 领 域 交 流 合 作 ，发 挥 两 国 文 化 底 蕴

优势，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强国际沟

通协作，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贡 献 智 慧 和

力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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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新华社北京 11月 3日电（记者 杨

依军）11 月 3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指出，中德关系已经步入

第二个 50 年。中德作为全方位战略伙

伴，双方秉持互利共赢、相互成就的精

神共同前进，本着取长补短、交流互鉴

的态度共同成长，这是中德关系过去

几十年顺利发展的宝贵经验，值得双

方珍惜和传承。中德合作是开放务实

的，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当前，中德

贸易稳步发展，双向投资热情高涨，两

国合作更趋稳健、更加扎实、更富活

力。两国建立了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

对话合作机制，可以尽快举行第一次

对话，推动双方深化气候保护、绿色转

型、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

合作，加强青年、地方、友城交往，为人

员往来创造更多便利。中国正在以高

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高水

平对外开放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不久

前，中国颁布了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24

条政策措施，我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取消制造业

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深入推进跨境服

务 贸 易 和 投 资 高 水 平 开 放 等 重 大 举

措，这将为中德互利合作提供更大机

遇。130 多家德国企业将参加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德国企业

对中国发展投下的信任票。希望德方

对中国企业赴德合作也坚持高水平双

向开放。相信中德合作将进一步释放

巨大潜力，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正在

发生很大变化，地缘冲突加剧，经济复

苏乏力，冷战思维回潮。中国和德国

都是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发展好双

边关系、做合作共赢的表率，更要捍卫

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携手应对全球

性挑战。中欧关系关乎世界格局稳定

和亚欧大陆繁荣，值得双方全力维护

好、发展好。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

11月 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美友城大会致信
新华社北京11月 3日电 11 月 3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美友城大会致信。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力量源

泉在人民友好。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是深化中美

人民友谊、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自 1979 年

缔结第一对友城关系至今，中美已经建立 284 对友

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40 多年来，两国友好省

州和友好城市密切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美友城大会是中美地方交流

的重要机制，创立以来为推动中美友城发展、深化

友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与会各方继续做

中美地方交流的桥梁，助力两国省州、城市跨越浩

瀚的太平洋，共同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届中美友城大会当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

办，主题为“共建绿色城市 共享民生福祉”，由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为强国复兴伟业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明前进方向、凝聚信心力量 （详见第三版）

扎囊县地处西藏中南部、雅鲁藏

布江中游，平均海拔 3680 米。因地理

位置和气候原因，每到冬春季节，河谷

地 带 风 力 强 劲 ，扬 起 河 边 漫 天 的 细

沙。“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一起不见

家。”这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扎囊县饱

受风沙侵蚀的真实写照。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扎囊县积

极 开 展 植 树 造 林 和 防 风 固 沙 工 作 。

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扎囊县境内的雅

江两岸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持

续“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持续

“双减少”，重点治理区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原先饱受风沙侵害的

江 北 逐 步 成 为 一 道 环 目 皆 绿 的 靓 丽

风景线。

共植绿色希望

位于扎囊县境内的桑耶镇桑耶社

区，是受风沙影响严重的地方之一。

今年 57 岁的桑耶社区居委会老支

书索朗次仁，从小生活在这里，对风沙

有着深刻的记忆。他告诉记者：“记得

在我小的时候，整个村庄都看不到几

棵树，只记得漫天的风沙吹到家门口，

厚厚的一层沙，怎么也打扫不干净。”

风沙的侵袭，已经严重影响到村

庄百姓的生活。

为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山南市林业部门采取修筑“丁字坝”、

大苗深栽等办法，在雅鲁藏布江南岸

的沙滩上进行试验性造林。雅鲁藏布

江防护林建设初期，以义务植树和林

业部门补助性造林为主，之后以“一江

两河”、拉萨周边造林、重点区域生态

公益林建设工程、西藏高原生态安全

屏障保护建设工程、退耕还林等工程

和义务植树等多种途径和形式造林。

在自治区、山南市的部署下，“十

四五”以来，扎囊县通过植树造林和

落实林业生态补偿政策，投资 1 亿多

元，实施营造林先造后补、天然林保

护、荒漠化综合治理、封山育林、退化

草 原 修 复 等 项 目 ，及 乡 村“ 四 旁 ”植

树、造林补贴、森林抚育、林草间种、

退耕还林、义务植树等，完成国土绿

化 14.4 万余亩。

望着村庄周围的千亩林廊，索朗

次仁高兴地说：“种树不仅是为了自

己，更是为了子孙后代。现在环境变

好了，空气很清新。”

共护绿色生态

今年 3 月，扎囊县组织 800 余名干

部 职 工 在 雅 江 沿 岸 开 展 义 务 植 树 活

动，在划定好的栽植区域合力栽下 583

亩“新绿”。

（下转第二版）

扎囊县科学防沙治沙，持续筑牢绿色屏障—

共 绘“ 绿 进 沙 退 ”生 态 画 卷
本报记者 史金茹 胡荣国 张琪 丹增平措 狄碎虎 赵越

本报拉萨 11 月 3 日讯（记者 张黎

黎 张尚华）11 月 3 日上午，拉萨市召开

干部大会，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拉萨市

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

书记王君正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充分发挥首府城市辐射带

动作用，不断开创拉萨工作新局面，当

好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自治区党委决定：肖友才同志兼任

拉萨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蛟

宣 布 自 治 区 党 委 决 定 ，自 治 区 党 委 常

委、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作表态发言。

王君正指出，这次拉萨市委主要领

导调整，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从全区

工作大局出发，通盘考虑、充分酝酿、慎

重研究决定的。普布顿珠同志任拉萨

市委书记以来，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

区党委工作要求，积极应对疫情挑战、

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今

后发展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肖友才

同志是党培养的优秀干部，自治区党委

认为肖友才同志兼任拉萨市委书记是

合适的，相信肖友才同志一定会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

要求，继承光荣传统、发扬优良作风，恪

尽职守、努力工作，团结带领全市干部

群众自觉维护团结稳定和谐的良好局

面，不断把拉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

推向前进。

王君正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理论武装，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王君正强调，要自觉把拉萨工作置

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动，

持续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的排头兵。拉萨市要进一步增强大局

意识，找准功能定位，切实发挥先锋带

头作用，加强请示汇报，不折不扣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

作要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切

实维护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坚持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

增进民族团结；坚持“五个有利于”标

准，着力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积极引

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

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努力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以强烈的文化

意识指导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努力建设

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特色鲜明、底蕴深

厚的现代化拉萨，真正把拉萨打造成重

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坚持人民至上、

切实改善民生，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多做雪中送炭之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生态优

先、保护第一，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

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以高水平保护

促进高质量发展；坚持推进军政军民团

结，不断提升双拥工作水平。

王 君 正 强 调 ，要 全 面 加 强 党 的 建

设，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一

支 忠 诚 干 净 担 当 的 高 素 质 干 部 队 伍 。

深 入 推 进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树 牢 大 抓 基

层的鲜明导向，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凭

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营造优秀

干部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领导

干部要带头做“六个表率”，充分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

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

法高效。

肖友才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完全拥

护、坚决服从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将团

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推动拉萨各

项工作走在全区前列、做好首府表率。

王君正在拉萨市干部大会上强调

充 分 发 挥 首 府 城 市 辐 射 带 动 作 用
当好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本报拉萨 11 月 3 日讯（记者 袁海

霞 郑璐）为进一步提高申请救助居民家

庭经济状况信息核查精准度，自治区民

政厅不断加强与农行西藏分行、西藏银

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工商银行西藏

分行的沟通协调，在已实现数据对接的

基础上，优化拓展核对信息内容，对申

请救助前 6 个月大额支出信息可以实时

查询，着力解决申请人为申请救助改变

家庭财产状况等问题，确保社会救助政

策公平公正实施。

据了解，自治区申请救助居民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信息平台已与民政部、自

治区共 19 个数源部门的 30 余类信息实

现对接。截至目前，全区共受理最低生

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 4.32 万次，生成 4.88 万份

核对报告，核对总人数 9.46 万人次。医

疗救助信息核对 1441 人次，其中农村

1128人次、城镇 87人次。

自治区民政厅

大数据助力社会救助更精准更全面

本报拉萨 11月 3日讯（记者 袁海

霞 郑璐 李梅英）11 月 3 日，2023“冬游

西藏”旅游产品发布推广会于拉萨举

办，此次“冬游西藏”于 11 月 1 日开始，

到 2024年 3月 15日结束。

据了解，2023“冬游西藏”旅游产品

发布推广会以“蓝天白云大太阳，雪山湖

泊新气象”为主题，向现场来宾推广宣传

西藏冬季旅游优质线路、产品及“冬游西

藏”市场促进奖励（补助）优惠政策。

发布会上，拉萨市旅发局带来的拉

萨冬季旅游产品主题推介，让大家了解

到拉萨更多的美食美景及冬季游玩好去

处。同时，发布会进行“冬游西藏”专题

推介，对“藏历新年体验地方节庆”“最美

219 边境格桑花”“藏地江南寻找最美桃

花”“西藏味道城市漫步”“冬沐暖阳 共

享欢乐”“极致阿里最美星空”“天湖之旅

感悟神奇自然”“享优惠政策购特色产

品”“乘通航飞机游幸福西藏”等 11个西

藏冬季旅游产品进行详细推荐。

此外，西藏雪鹰航空及四川航空

的代表也介绍了公司推出的与“冬游

西藏”相关产品，自治区气象局分享西

藏冬季的气象信息。

自治区旅发厅工作人员表示：“新

一轮‘冬游西藏’市场促进奖励（补助）

优惠政策于 11 月 1 日正式开始，11 月

14 日也将迎来中国最早的年——林芝

工布新年。欢迎广大区内外游客前来

打卡，一起感受蓝天白云大太阳、雪山

湖泊新气象。”

据统计，前三季度，全区共接待国

内 外 游 客 4966.6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7.4%；实现旅游总收入 593.98 亿元，

同比增长 46.2%。其中，9 月当月，全区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474.06 万人，同比

增长 69.6 倍；实现旅游总收入 64.29 亿

元，同比增长 6240.5倍。

诚邀八方宾朋感受“蓝天白云大太阳、雪山湖泊新气象”

我区推介 11 个“冬游西藏”旅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