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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75年间，从被西
方世界拒之门外，到加入几乎所有普
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
际公约；从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投票权份额升至第三位，到推
动成立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全面
提升。

75年间，从日内瓦会议、万隆会
议登上国际舞台，到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从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这个
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
到举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金砖国
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主场外交，中国
外交不断书写新的时代华章。

提出和践行系列全球性倡
议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
间令人难忘的一幕：2024 年 9 月 4
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同坦桑尼亚总
统哈桑、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共
同见证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

解备忘录》。
坦赞铁路，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特

殊情谊，也承载着实现现代化的共同
梦想。半个多世纪前，5万多名中国
工程技术人员远赴非洲，用汗水、鲜
血乃至生命筑成了坦赞铁路。今天，
中国同坦桑尼亚、赞比亚签署激活这
一铁路的文件，既是告慰先人，更是
激励后人，让这条友谊之路在新时代
焕发新的生机。

从“坦赞铁路”到“一带一路”，中
国人民始终致力于推动共同发展，不
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共赢新
机遇。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互联互通
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
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
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
平台。

如今，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30多份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跨越不同文明、

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共建
“一带一路”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
最大公约数。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
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
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从濒临被“开除球籍”到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2021
年，当全球发展事业遭遇逆风，中国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发展优先、
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推动加快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实现
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三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得到100
多个国家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
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加入“全球发
展倡议之友小组”的国家超过 80
个。中方成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
基金，已经支持了150多个项目，全
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建设全面铺开。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70
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安全

的坚定维护者。2022年，面对层出不
穷的国际安全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
倡议。斡旋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促
成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实现历史性和
解，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深化反
恐、信息安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治
理、公共卫生、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国
际合作，中国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

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
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

2023年，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丰
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国提出全球文明
倡议。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
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中
亚峰会……新时代中国为不同文明和
谐共处、美美与共搭建更多新平台。

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进步担
当。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可以更有作为
的新阶段。新征程上，中国同世界相互
交融、相互成就，必将为促进人类和平
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为民族复兴尽责 为人类进步担当

（上接第一版）为尽早恢复道路
通畅，惠及民生福祉，根据施工工期
要求，施工项目部不断优化施工组
织，采取 24 小时三班倒不间断施
工，并通过倒排工期、加大人员、设
备、物资等投入，加快工程进度。同
时，严格工程质量安全把控，确保按
照既定工期保质保量完成建设内

容。“施工过程中，由于大型机械的作
业以及整个施工区域的围挡给路面的
通行宽度和通行能力带来了一定压
力，我们正在尽力采取各项措施，解
决市民出行不便问题。希望广大市
民能够理解我们的工作，共同为拉萨
市的市容改造与提升贡献力量。”陈佳
林说。

实 实 在 在 惠 企 更 利 民

（上接第一版）规范市场整治行动专
班有序推动金银加工市场搬迁事
宜，常态化整治天海商圈、旧家具市
场等多个专业市场；遗留问题整治
行动专班已完成移交管护项目173
个，完成率98.9%。

如今的拉萨道路变宽了，停车
场变多了，环境变好了，整体风貌更
美观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天都
能切身体会到城乡风貌的点滴变
化。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不是一时
之举，而是长久之策；不是表面文
章，而是民生工程；不是单项工作，

而是系统任务。接下来，我市各相关
部门、专班将紧盯领导批示指示，以
问题为导向，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以
钉钉子精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切
实解决实际问题；积极探索创新整治
方法和手段，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管
理理念，提高整治工作效率和质量。
同时，将继续加强正面宣传、发挥典
型示范作用，适时曝光突出问题，狠
抓反面典型，营造真抓碰硬推动工作
的良好氛围，确保城乡环境综合大整
治工作实现常态长效、精细管理、善作
善成。

新华社北京 10月 4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10月4日，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
列车842列。铁路黄金周运输启动以
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已连续4天
超17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
年国庆黄金周旅游流、探亲流、学生
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预计将保持高
位运行，呈现“头尾长途多、中间中短
途多”的特点，部分时段和区段客流
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
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日均
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2000余列。

各地铁路部门加强国庆黄金周
旅客运输组织，强化路地联动和安全
保障，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措，努力
保障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国铁
沈阳局集团公司延吉西、敦化、长白
山等车站向旅客免费发放绿色森林
高铁、东北最北高铁主题明信片，吸引
旅客盖章“打卡”，丰富旅途生活；国铁
成都局集团公司与南方电网贵州都匀
供电局密切协作，对都匀东站及管内
贵广、贵南等高速铁路沿线供电设施
开展安全巡查；国铁兰州局集团公司
在进站、安检、候车、乘降、出站等关
键环节增加值守力量，增设进出站通
道，优化中转换乘流线，加强宣传引
导，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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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4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 4日从交通运输部了
解到，10月3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28330万人次，比2023年同
期增长4.3%。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 1760.2
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长8%；水
路客运量 179.8 万人次，比 2023 年
同期增长 26.7%；民航客运量 219
万 人 次 ，比 2023 年 同 期 增 长
12.5%。

公路人员流动量 26171 万人
次，比2023年同期增长3.9%。其中
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

客车人员出行量 22696 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增长3.8%；公路营业性
客运量3475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
增长4.7%。

进入假期第四天，各地继续全
力做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物流保
通保畅工作。

黑龙江交通运输部门在保障长
途客运、旅游包车等市场需求的同
时，指导各地加大运力投放，开通牡
丹江至镜泊湖、齐齐哈尔至扎龙等
旅游专线线路113条。指导汽车租
赁企业优化哈尔滨、牡丹江、鸡西等
城市网点车辆投放比例，多渠道满

足游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加大运力投

入，指导道路客运企业加强客流研
判、科学调配运力，对重点城市、热
门景区开通定制客运、“点对点”包
车等服务。结合农村地区群众出
行、乡村旅游实际，适当加密班次、
延长运营时间，保障农村地区群众
出行需求。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组织相关单
位开展桥梁损毁紧急示警装置技术
研究，目前已在成都绕城高速府河
桥试点应用，在雅康高速日地沟桥
重建工程中实桥应用。

国庆假期第 3 天出行人数超 2.8 亿人次

10月5日和6日傍晚，我国公众
将有机会目睹明亮的金星与蛾眉月
相伴的一幕“星月童话”。届时只要
天气晴好，在西南方低空，星光与月
光交织在一起，映美苍穹，成为天边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通常情况下，夜空中金星的亮度
仅次于月球，它那灿烂的光芒在群星
中十分惹人注目。

因为光色银白，亮度极高，起初
人们用最简单、直率的名字——“明
星”来称呼它，《诗经》有云“子兴视
夜，明星有烂”。后来，人们还给它起
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如启明、长庚、太
白等。其中，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天空
时叫“启明”，黄昏见于西边天空时称

“长庚”，所以《诗经》中说“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杨婧介绍，月球在“巡天”的

过程中，常常会从行星和一些黄道附近
的亮恒星旁边经过，形成亮星伴月的天
象。在诸多亮星伴月的天象中，金星伴
月的“颜值”最高，因此也被誉为最美

“星月童话”。
近期，金星重新回归傍晚的夜空之

中，每个月都有与蛾眉月相伴的机会，
本月也不例外。5日和6日傍晚，月球
距离金星都不远。5日是农历初三，日
落后月球位于金星的右下方；6日是农
历初四，月球位于金星的左侧。

“本月，金星的地平高度有所增加，
日落时，由9月初的11度缓慢增至约
13度，亮度约-3.9等；5日和6日这两
天的月相都是很细的蛾眉月，但日落后
的地平高度有些低，可观测时间在30
分钟左右。建议感兴趣的公众从日落
后就开始守候。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
尝试拍下美丽的星月画卷。”杨婧提醒
说。 （据新华社天津10月4日电）

10月5日和6日傍晚
看金星伴月映美苍穹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休闲放松，乐享假期。
图为 10 月 4 日，游客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岩头古村游

玩。 （新华社发）
乐 享 假 期

新华社北京 10月 1日电 《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
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
好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以推进“高效办
成一件事”为牵引，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求真务实、力
戒形式主义，加强整体设计、推动模
式创新，注重改革引领和数字赋能
双轮驱动，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实现办事方式多
样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
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最大限度利
企便民，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内生

动力。
政务服务标准化，就是要着力

实现政务服务精准、统一、协调。主
要包括 3个方面：一是推进政务服
务事项标准化，明确政务服务事项
范围，建立健全国家政务服务事项
基本目录审核制度和政务服务事项
动态管理机制。二是推进政务服务
事项实施清单标准化，依据国家政
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推动逐步实
现同一政务服务事项受理条件、服
务对象、办理流程、申请材料、办结
时限、办理结果等要素在全国范围
内统一。三是健全政务服务标准体
系，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事项管理、政
务服务中心建设、政务服务实施、便
民热线运行、服务评估评价等标准
规范，持续完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标准规范体系。地方政府结
合本地实际，加强与国家政务服务
事项基本目录的对接，推进本地区
政务服务标准化。

政务服务规范化，就是要着力
实现政务服务流程、行为、要素保

障、考核评价的统一规制。主要包
括5个方面：一是规范审批服务，包
括审批服务行为、中介服务行为和
审批监管协同。二是规范政务服务
场所办事服务，包括政务服务场所
设立、窗口设置、业务办理。三是规
范网上办事服务，包括统筹网上办
事入口、规范网上办事指引、提升网
上办事深度。四是规范政务服务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包括规范政务服
务办理方式，合理配置政务服务资
源。五是规范开展政务服务评估评
价，落实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建
立健全政务服务督查考核机制。

政务服务便利化，就是要着力
实现政务服务高效、便捷、低成本。
主要包括 6个方面：一是推进政务
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优化业务流
程，提升系统对接整合和数据共享
水平，减少办事环节、精简申请材
料、压缩办理时限。二是推广“免证
办”服务，重点推进电子证照在政务
服务领域应用和全国互通互认。三
是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就近

办”，将群众经常办理且基层能有效承
接的政务服务事项下沉到便民服务中
心（站）办理，积极推广自助服务和自
助办理。四是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办、掌上办”，除涉及国家秘密等
情形外，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加强政
务服务平台移动端建设、拓展政务服
务移动应用。五是推行告知承诺制和
容缺受理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利企便
民。六是提升智慧化精准化个性化服
务水平，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不断规范和拓展各类场景应用。

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永
无止境。进一步促进政务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要着力推进政府
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完善覆盖全国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要鼓励地方和基层积极探
索实践，及时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
验、好做法。要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
为衡量标准，畅通人民群众意见反映
渠道，顺应民意改进工作、提高服务
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学习学习《《决定决定》》每日问答每日问答

怎样理解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记者韩佳诺）国家统计局
日前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
示，75年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发
展，中国妇女儿童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妇女
儿童健康状况极大改善。

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加强。自1950年起，在城
乡逐步建立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为基础、以大中型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相关科研
教学机构为支撑，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幼健康服务网
络。党的十八大以来，妇幼保健服务网络逐步嵌入覆
盖14亿人口的医疗保障网和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保健
网。全国妇幼保健机构由 1950 年的 426 个增加到
2022年的3031个，儿童医院由1983年的25个增加到
2022年的151个，我国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
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

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持续提高。2023年，孕产妇系
统管理率、产前检查率、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和产后访视
率分别为94.5%、98.2%、99.95%和97.0%，分别比1996
年提高 29.0 个、14.5 个、39.25 个和 16.9 个百分点。
2022年，新生儿访视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和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分别为96.7%、93.3%和94.9%，
分别比1996年提高15.3个、31.9个和32.2个百分点。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妇女平均
预期寿命为80.88岁，比1981年提高了11.61岁。孕产
妇死亡率持续降低，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孕产妇死亡率
由1990年的88.8/10万下降至2023年的15.1/10万，城
市和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12.5/10万和17.0/10万，城乡孕产妇死亡率之比
由1990年的1：2.2下降至2023年的1：1.4。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由1991年的33.1‰、50.2‰和61.0‰下降至2023年的
2.8‰、4.5‰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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