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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班达里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友好邻邦
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第一次访问
尼泊尔，但尼泊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这里
壮美秀丽的山川、独具特色的文化，令我心
向往之。我多次会见访华的尼泊尔领导人，
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期待着踏上这
片神奇的土地，同尼泊尔朋友畅叙友情，共
话合作，规划两国关系发展新蓝图。

中尼山水相连，世代友好。1600多年
前，中国高僧法显、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
互访对方国家，合作翻译了流传至今的佛
教经典。中国唐代时，尼泊尔尺尊公主同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高僧玄奘到访释
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并留下珍贵文字记
录。元代时，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率
工匠来华，主持修建了北京妙应寺白塔等
宏伟建筑。这些友好佳话，激励着两国人
民世世代代相知相亲、携手前行。

1955年中尼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
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成为
邻国间平等相待、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
典范。

——中尼是互尊互信的好朋友。双方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顺利划定了两

国边界，使巍峨的喜马拉雅山成为连结两
国的牢固纽带。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尼方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
土从事反华活动。中方坚定支持尼泊尔维
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支持尼方探
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尼是互惠互利的好伙伴。尼泊
尔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发
展合作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1亿美
元，中国对尼泊尔投资超过3亿美元。尼
方积极参加共建“一带一路”，双方正在建
设和升级包括公路、口岸、机场、电站等在
内的基础设施，一个跨越喜马拉雅的联通
网络初现雏形，这不仅便利两国，也将造福
地区。

——中尼是互学互鉴的好邻居。中国
在兰毗尼建设的中华寺，成为中尼宗教文
化交流的标志。尼泊尔是南亚首个中国公
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目前每周有约60个
航班往来两国之间，每年人员互访达30多
万人次。两国已缔结11对友好城市。日
益频繁的交往促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为两国各自发展进步提供了助力。

——中尼是互帮互助的好兄弟。2008
年中国汶川遭受特大地震灾害，尼泊尔政
府和人民踊跃捐款捐物，支持中国抗震救
灾。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
府和人民迅速伸出援手，实施大规模救援
行动，并支持尼泊尔灾后重建。这生动展
现了中尼守望相助的兄弟之情。

当前，尼泊尔政府和人民正向着“繁荣
尼泊尔、幸福尼泊尔人”的美好愿景砥砺前
行，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在朝着“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中尼两国人民梦
想相通，命运相连。时代要求两国加强合
作，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要深化战略沟通。双方要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擘画新时期中尼关系蓝
图，推动两国关系再攀新高。要保持高层交
往，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
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要加强治国理政和发
展经验交流分享，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我们要拓展务实合作。双方要积
极推进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
设。中方支持中资企业赴尼泊尔投资兴
业，重点加强贸易投资、灾后重建、能源、旅
游四大领域合作。欢迎尼方出席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促进尼泊尔特色优势
产品对华出口。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泊
尔灾后重建，为尼泊尔民生改善提供力所
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要扩大人文交流。双方要促
进教育、青年、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支持
两国航空企业开通更多直航，增加人员往
来规模。中方支持尼方主办“2020尼泊尔
旅游年”活动，鼓励更多中国公民赴尼泊尔
旅游观光。中方将为尼泊尔优秀青年提供
更多政府奖学金，培养更多尼方建设需要
的人才。欢迎更多尼泊尔青年学生来华留
学深造。

——我们要加强安全合作。中方支持
尼方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将同尼方开展执
法培训合作。双方要加强边防联系，更有
效打击跨境犯罪，确保两国人员安全和经
贸往来顺利开展。还要继续加强两军互
访、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

尼泊尔人民常说，“滴水也能装满缸”，
中国人也讲“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
只要两国继承和发扬友好传统，持之以恒
扩大交流合作，就一定能把中尼跨越喜马
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
乘专机抵达金奈，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
邀请，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
会晤。

当地时间下午 2时 10分许，习近平
乘坐的专机抵达金奈国际机场。习近平

步出舱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邦长普
罗希特、首席部长帕拉尼斯瓦米等在
舷梯旁迎接，向习近平敬献鲜花。身着
民族服装的当地民众载歌载舞，有的
表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婆罗多舞，
有的踩高跷、划旱船，盛情欢迎中国贵

宾到来。
习近平车队驶离机场前往市区沿途，

众多当地学生和群众簇拥在街道两旁，
挥舞中印两国国旗，手举习近平主席和
莫迪总理照片，欢呼“中印友好”，表达对
习近平主席的热烈欢迎。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同
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也到机场
迎接。

结束在印度行程后，习近平还将对尼
泊尔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
的意见》。

《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近年来，我国短
缺药品供应保障不断加强，取得积极成效，
但仍面临药品供应和价格监测不够及时灵
敏，药品采购、使用、储备以及价格监管等
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

为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
作，更好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意见》提
出以下相应政策举措。

在保供方面，一是加强协同监测。搭
建国家短缺药品多源信息采集平台，建立

协同监测机制，实现原料药和制剂在注
册、生产、采购、价格等方面的信息联通共
享，提高监测应对的灵敏度和及时性。二
是做好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实行短缺药
品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国家和省级临床必
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和短缺药品
清单，并动态调整。三是实施短缺药品停
产报告。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停止生产
短缺药品的，应按照规定向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报告。医疗保障部门及时向同级联
动机制牵头单位报告停产对市场供给形
势的影响，卫生健康部门及时研判停产药
品短缺风险。四是落实直接挂网和自主
备案采购政策。对于短缺药品清单中的

品种，允许企业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上自主报价、直接挂网，医疗机构自主采
购；对于短缺药品清单和重点监测清单中
的药品，医疗机构可线下搜寻药品生产企
业，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自主备案。
五是建立健全短缺药品常态储备机制。
优化中央和地方医药储备结构，充分发挥
省级医药储备功能，筛选一批临床必需、
用量不确定且容易发生短缺的药品纳入
储备，明确储备短缺药品调用程序。

在稳价方面，一是加强药品价格异常情
况监测预警。定期监测采购价格变化情况，
对价格出现异常波动的，及时了解情况并提
示预警。二是强化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

完善药品价格成本调查工作机制，建立价格
和招标采购信用评价制度。对于存在价格
上涨幅度或频次异常、区域间价格差异较大
等情况的药品，综合运用成本调查、暂停挂
网等措施，予以约束。三是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执法力度。建立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开展多部门联合整治，整治结果及时向社会
公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坚决
处置相关责任人，形成有效震慑。

《意见》强调，要做好定期报告，强化监
督问责，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地方，及时约谈
并督促整改，确保相关措施取得实效。加
强宣传引导，定期通报短缺药品保供稳价
工作情况，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习近平抵达印度金奈
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习近平在尼泊尔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新华社电 10月11日，在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尼泊尔《廓尔喀日报》、《新兴尼泊尔报》和《坎蒂普尔日

报》发表题为《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

建立健全短缺药品常态储备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