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五版）
11月 15日，旧金山斐洛里庄

园，中美元首会晤。会谈、午宴、散
步，全程使用同传，两国元首扎扎实
实谈了4个小时。午宴前，美国总
统拜登特地向习近平总书记展示了
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是1985年
任正定县委书记时，习近平同志到
旧金山访问在金门大桥前的留影。

“您一点都没变！”拜登总统说。现
场响起一阵轻松愉快的笑声。

“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
掌舵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
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习近平总书
记道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
伤的历史和现实逻辑。

“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
效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
作”……在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
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意味深长的特殊安排，体现推
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

4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法
国总统马克龙在广州举行非正式
会晤。古琴演奏《流水》余韵悠长，
深深打动了马克龙。马克龙现场
询问乐曲名称，并请工作人员记录
下来。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同欧方

领导人频密互动，明确指出，在当前
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欧关系
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

同各国政党领袖“云”聚一堂、
接受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授予的“南

非勋章”、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手拉手并肩迈步……走过2023年，
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广交深交
朋友，不断书写相互交融、相互成就
的新篇章。

胸怀天下，共享发展繁荣——
“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

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
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
现代化。”

10月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
代化”，赢得广泛共鸣。

“我必须来！”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连续三次来华出席“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年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下，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
向国际实践，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
了新空间。

中国和印尼共建雅万高铁，让
东南亚有了高速铁路；中老铁路助
力老挝实现从“陆锁国”到“陆联
国”；中欧班列1月至11月累计开
行16145列……“共建‘一带一路’
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彰显“为天下
谋大同”的大国胸襟。

立己达人。中国始终把中国人
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紧紧相
系——

5月初夏，古都西安，中国－中
亚峰会，党的二十大之后首场重大

主场外交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同中
亚五国元首种下6棵寄托着美好期
待的石榴树，共同展望明天；

7月盛夏，成都大运会。青春
盛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以团结
的姿态应对全球性挑战”；

9月仲秋，杭州亚运会。习近
平总书记宣示“以体育促和平”“以
体育促团结”“以体育促包容”……

国际媒体评论，2023年是属于
中国的“盛会之年”。中国以实际行
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

博鳌亚洲论坛，发出“团结合作
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强音；新
冠疫情之后，进博会首次全面恢复
线下办展；举办首届链博会，为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主动担
当……

在世界经济低迷背景下，中国
仍是促进全球发展的“主引擎”。

应变解困，彰显大国担当——
11月21日，金砖国家领导人一

场“云聚首”牵动世人目光。彼时，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上万人伤
亡，民众祈盼止战与持久和平。

“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
性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促和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停火止战
等主张，以正义之声、和平之声为动
荡的世界注入希望。

这一年，越来越多中国智慧、中
国理念、中国贡献在国际舞台上展
现光彩——是中国，成功促成沙特、
伊朗在北京对话并恢复外交关系；

是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一道，积极
推进金砖扩员；是中国，在11月主
持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

“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
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
盎然”……中国式现代化带给世界
的是和平而非动荡，是机遇而非威
胁。不论新朋还是老友、远亲还是
近邻、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有
目共睹。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
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
国、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
协作”……外国政要在不同场合纷
纷表达赞许和钦佩之情。

在世界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关
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国
际社会上愈加显示出强大的影响
力、感召力、引领力。

大道如砥，壮阔无垠。
2024年，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实
施“十四五”规划进入关键一年，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前
景壮阔。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记者
张旭东 张晓松 赵超 林晖 朱基钗
安蓓 孙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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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1月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
登互致贺信，祝贺两国建交45周
年。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美建
立外交关系是两国关系史和国际关
系史上的大事件。45年来，中美关
系历经风雨，总体向前发展，不仅增

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促进了世
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历史已经
并将继续充分证明，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
国的正确相处之道，理应成为新时
期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方向。

习近平指出，我同拜登总统在
旧金山会晤，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

金山愿景”，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
方向。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
成的重要共识和成果，以实际行动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
展。

习近平强调，我愿同拜登总统
共同努力，继续为中美关系把舵领
航，造福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拜登在贺信中表示，1979年建

交以来，美中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美
国、中国和全世界的繁荣和机遇。
我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这一重要关
系。我期待在我们的前任们以及我
们多次会晤和讨论取得进展的基础
上，继续推进美中关系。

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贺信
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1月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
长金正恩互致新年贺电，共同宣布
将2024年确定为“中朝友好年”并
启动系列活动。

习近平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
的友好邻邦。中朝友谊由两党两国
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在血与火
的革命斗争中凝结淬炼，在社会主
义建设历程中持续深化。近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和推动下，中朝传

统友好合作关系步入新的历史时
期。双方密切战略沟通，深化务实
合作，在国际多边事务中加强协调
配合，推动中朝关系不断发展，捍卫
了两国共同利益，维护了地区和平
稳定。

习近平强调，新时期新形势下，
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维护好、巩固
好、发展好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
朝方一道，以两国建交75周年暨

“中朝友好年”为契机，弘扬传统友
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交流合作，
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
展，共同谱写中朝友好新篇章，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为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不断作出新贡献。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2024年
是朝中建交75周年，具有重要意
义。当前朝中两国各自社会主义建
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形势复
杂演变。朝中两党和两国政府将
2024年确定为“朝中友好年”，根据

时代要求进一步升华发展朝中传统
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
同期待和愿望。朝中友谊是在社会
主义斗争中建立并巩固发展的。我
坚信，在新的一年，朝中友谊牢不可
破将得到充分彰显。朝中两党和两
国政府将通过举办“朝中友好年”活
动，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
交流往来，增进友好感情，拉紧团结
纽带，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的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协作，谱
写朝中关系新篇章。

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致新年贺电
宣布启动“中朝友好年”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记者
魏玉坤）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
工作于1月1日正式启动。全国约
210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将
深入企业商户、走访大街小巷，在近
4个月的时间里，实现对116万个
普查小区的数据采集登记。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后对国民经济进行的
一次“全面体检”和“集中盘点”。

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
长康义表示，此次普查将全面调
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
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
位的基本情况，首次统筹开展投
入产出调查，掌握国民经济行业
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推动高质
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
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

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
方面的新进展。

“为了集中力量在 2024 年较
短时间内完成对全国数千万家普
查对象的现场登记工作，根据普查
方案要求，2023年，我们组织全国
约210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
积极推进普查区划分与绘图、‘地
毯式’入户清查、查疑补漏、数据审
核验收等工作，全面完成单位清
查，形成了统一完整的普查名录，

为普查登记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康义说。

康义表示，在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将认真组织开
展普查登记，进一步强化普查组织
领导，持续深化部门协作，严格执行
普查方案，细化落实普查要求，组织
普查人员规范进行现场登记，认真
做好数据采集、数据检查、审核验收
等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动员，确保圆
满完成普查登记工作。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1月1日启动

1月1日晨，北京天安门广
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影)

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广场举行
元旦升旗仪式元旦升旗仪式

冰雪活动热闹非凡，餐饮消
费火爆十足，旅游出行人山人海
……3天的元旦假期，神州大地持
续涌动消费热情，不断刷新消费
数据，展现了大街小巷温暖升腾
的“烟火气”，映射出人们对新的
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着中
国经济的澎湃动能。

假日期间，辽宁沈阳市浑南区
东北亚国际滑雪场，人们或踩着雪
板在雪地上驰骋，或与好友互掷雪
球打闹，或在巨型雪人前打卡拍
照。银装素裹下，一派热闹。

“‘泡’在雪场跨年，是特别美
好的回忆。”来自福建的陈欣和朋
友们第一次体验滑雪，接受采访
时，仍然满脸兴奋。

“我们雪场在2023年进行了
升级改造，如今14条雪道、22万
平方米的雪场面积最多能同时接
待3000人。”东北亚国际滑雪场
负责人王盈介绍，雪场提供餐饮
购物、文娱休闲及游览功能的综
合性冰雪服务，元旦假日日均接
待游客近2000人。

让“冷资源”释放“热效应”，
冰雪经济成为冬日消费市场的增
长点。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
2023年11月，滑雪门票团购订单
量同比2019年增长超780％，其
中新疆、黑龙江、河北等热门滑雪
目的地关注度较高。

离开滑雪场，进入市中心，吃
上一顿热乎乎的美食，是冬季里
的另一种享受。

2024年开年第一天的中午，
北京知名美食街牛街上人潮涌
动，前来聚餐的市民和“打卡”的
游客络绎不绝。

“前面还有606桌！”市民马
先生告诉记者，天气一冷，就想和
家人吃顿铜锅涮肉喜迎新年，没
想到会如此火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元旦假
期期间，餐厅一“厢”难求、大厅零
点排队已成为全国餐饮市场的普
遍现象。每个城市“跨年地标”附
近的餐厅更是当地的“大热门”：
海底捞上海外滩店跨年夜等位持

续到凌晨，广州“小蛮腰”附近陶
陶居跨年夜时段餐位提前一周就
已订满，长沙费大厨坡子街店下
午4点已经开始排起长队……

堂食生意火热的同时，餐厅
也纷纷抢抓机遇推出“线上”团购
套餐。美团数据显示，临近元旦
的一周，上线“跨年”主题团购套
餐的餐饮门店数同比增长108％，
相关套餐订单量增长52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
为假期里很多人的选择。

观日出、赏寺塔、泡温泉、品
美食……元旦假期，杭州市民胡
浩男带着妻儿，在云南腾冲市完
成了一场愉快的自驾旅游。“这边
物价相对便宜，景色美，吃的也
好，孩子玩得很开心。”胡浩男说。

元旦假期期间，旅游市场全面
开花。携程数据显示，国内跨年旅
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68％，出境游
订单量增长388％，在高端度假酒
店、定制游等旅游消费方面，游客的
人均花销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市内出行需求旺盛。滴滴出
行数据显示，多地举办烟花秀、灯
光秀等跨年活动进一步助推跨年
打车出行，2024年 1月1日凌晨
成为叫车需求涨幅最大时段，短
时涨幅激增。

旅游通达，出行顺畅。来自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元旦假
期期间，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
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超1.2亿人
次，比2023年同期增长78.4％，
比2022年同期增长33.1％。

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
迎来返程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
门也采取积极措施。北京公交集
团重点做好火车站地区运输保
障，宁夏交通运输部门加强气象
预警和路网监测调度，山东烟台
港客运公司统筹烟台—大连、龙
口—旅顺、蓬莱—旅顺三条航线
的航班计划，根据各客运站生产
作业实际调配夜间载客航班。（新
华社北京1月 1日电 记者 叶昊
鸣 邹多为 徐壮 于也童 刘艺淳
赵紫羽）

消费旺、市场热、出行畅
——2024年元旦假期盘点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1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2023年12月30日至2024年
1月1日（2024年元旦假期期间），
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计
发送旅客总量12812.64万人次，
比2023年同期增长78.4％。

具体来看，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4420.2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
增长177.5％；公路预计发送旅客
7699.8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
长 46.1％；水路预计发送旅客

173.64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
长72.9％；民航预计发送旅客519
万人次，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140.3％。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1月 1日是元旦假期最后一
天，全国将普遍迎来返程高峰。
面对车流人流高峰，各地交通运
输部门将采取积极措施，全力做
好路网调度、运输组织、安全应
急、疏堵保畅等工作，切实保障旅
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

2024年元旦假期全国预计
发送旅客超1.2亿人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
《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
办法》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
建立并实施药品追溯制度，药品
经营企业不得经营疫苗、医疗机
构制剂、中药配方颗粒等药品。

办法进一步明确各层级药品
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明晰跨区
监管责任，丰富行政处理措施，明
确行刑纪衔接等要求，确保监管
责任全面落实。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
袁林表示，办法主要从三方面强
化药品经营全过程全环节监管，
确保监管无盲区：

——完善药品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明确药品批发企业、零
售连锁总部、零售企业的许可条
件和申请材料要求，简化药品经
营许可审批程序，优化药品批发
企业开办标准，并明确药品批发
企业、零售企业经营范围核定标
准，对申请仅从事乙类非处方药
零售活动的，申请人提交申请材
料和承诺书后，符合条件的，当日
颁发药品经营许可证。

——夯实经营活动中各相关
方责任。办法强化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药品经营企业的质量管理责
任，细化其对药品购销人员、购销行
为、储存运输等的管理要求，强调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
委托储存、运输活动的质量管理要
求，并对药品零售连锁提出总部对
所属门店统一管理的要求。

——加强药品使用环节质量
管理。办法对医疗机构药品的质
量管理部门和人员、储存和养护、
药品质量问题处理和召回、药品
追溯等作出规定。要求医疗机构
和其他药品使用单位建立药品质
量管理体系，对本单位药品购进、

储存、使用全过程的药品质量管
理负责。

国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副司
长邱琼说，早在2019年，药品管
理法和疫苗管理法就明确，全面
实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强化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
全过程监管，要求建立健全药品
追溯制度，鼓励、引导药品零售连
锁经营。随着药品经营许可准入
管理进一步优化调整，《药品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法》和《药品流通监
督管理办法》颁布时间较早，已不
适应上位法、药品全生命周期理
念要求以及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
发展需要，有必要进行全面修订。

办法同时规定了明确的禁售范
围，即药品经营企业不得经营疫苗、
医疗机构制剂、中药配方颗粒等国
家禁止药品经营企业经营的药品。
药品零售企业不得销售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蛋白同化制剂、肽
类激素（胰岛素除外）、终止妊娠药
品等国家禁止零售的药品。

“办法明确了药品经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承担质
量主体责任，强化企业落实质量
管理责任要求；推动药品现代物
流规范发展，统一准入标准，明确
开办药品批发企业和接受委托储
存药品的单位应当具备药品现代
物流的相关要求，后续国家局将
出台细化药品现代物流标准的指
导文件，促进全国药品现代物流
协同发展等。”袁林表示，办法围
绕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
务，着力以法治化、市场化的标准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不
断提升药品流通监管水平。（新华
社北京1月 1日电 记者 戴小河
彭韵佳）

建立并实施药品追溯制度
《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