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谈

即将举行的峰会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华社电 5月17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
同来华出席中国－中亚峰会
并进行国事访问的哈萨克斯
坦总统托卡耶夫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哈是彼
此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兄
弟、好伙伴。中国正在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哈萨克斯坦正
在建设快速发展、欣欣向荣
的“新哈萨克斯坦”。中哈都
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中哈关系已经开启新的“黄
金三十年”。双方要大力弘
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
密切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
利合作，共谋发展振兴，推动
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

戚与共的中哈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一个独立自

主、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的哈
萨克斯坦，符合中哈两国人民
共同利益。中方坚定支持哈
萨克斯坦维护国家独立、主
权、领土完整，支持哈萨克斯
坦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 10年来，中哈成功实施
了几十个重要合作项目，惠
及两国人民，促进了共同发
展。双方要扩大经贸、投资、
农业、汽车制造和能源等领
域合作，深化互联互通，促进
陆海联运，拓展电子商务、创
新、大数据等新领域合作，抓
紧落实互设文化中心和开设
鲁班工坊，以签署互免签证

协定为契机，加强人文交流
合作，深耕民意基础。欢迎
哈方2024年在华举办哈萨克
斯坦旅游年。相信哈萨克斯
坦驻西安总领事馆开馆，将
有力促进两国地方交流。双
方还要加强媒体交流合作，
共同讲好中哈友好故事。

习近平指出，中国－中
亚机制旨在着眼各国当前需
要和未来发展，加强互利合
作，助力共同繁荣，将推动中
国同中亚合作步入新时代。
中方愿同包括哈萨克斯坦在
内的中亚各国群策群力，共
商共建，将中国－中亚机制
打造成推进六国深度合作的
重要平台。

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

应邀来到西安出席中国－中
亚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祝贺习近平主席领导中
国取得伟大成就，相信中国
将拥有更加辉煌的未来。我
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哈中
关系的评价以及对进一步加
强两国合作的建议。中国在
哈对外政策中具有特殊重要
位置，哈中关系基于深厚友
谊和牢固互信，拥有共同目
标和任务。哈方愿同中方一
道，进一步加强哈中永久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双边
贸易、旅游、人文、地方等各
领域合作，为哈中开启新的
“黄金三十年”奠定更加坚实
的基础。很高兴哈中签署互
免签证协定，这将有力促进

双边往来。共建“一带一路”
是个伟大倡议，哈方将继续
积极参与。在当前复杂国际
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要意
义，哈方积极支持，愿就此同
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哈方愿
同中方一道，充分利用中
国－中亚机制，共同促进地
区安全、稳定和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联合声明》，共同见
证签署经贸、能源、交通、农
业、互联互通、人文、地方等领
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蔡奇、王毅、秦刚等参加
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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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亚峰会

发生规模性疫情可能性不大
报告病例中绝大部分是轻症

问：近期发热病人是否
增多？“二阳”病例是否增多？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
研究员王丽萍：从全国传染
病网络直报系统的监测数
据来看，4月中下旬以来，全
国报告的新冠确诊病例数
呈现上升趋势，但近一周
来，上升趋势有所减缓。发
热门诊的监测数据也显示
出类似趋势。监测数据还
显示，报告的确诊病例中绝
大部分是轻症。

专家总体研判认为，今
后一段时期局部地区不排
除新冠病例继续增多的可
能，但我国出现规模性疫情
的可能性不大，短期内不会
对医疗秩序和社会运行造
成明显冲击。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
最近接诊的发热病人，相
比一个月前有所增加。
检测下来，新冠阳性病例
占比不大，其中大部分是
轻症。

从接诊情况看，近期的
发热病人中大部分是首次
感染新冠病毒。不过，最近
1至 2周发现，二次感染的
比例有所增加。

“二阳”症状相对更轻
重点人群防护要“关口前移”

问：“二阳”症状如何？
哪些人要特别注意防护？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
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无论
是初次感染还是二次感染，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临床表
现均集中在上呼吸道。我
国当前大量人群体内还存
有保护抗体，即使二次感
染，症状普遍较轻，病程相
对较短，重症病例也很少。

目前，预防工作应重视
既往未感染过的人群，特别
是没有打过疫苗、有基础疾
病的高龄老人等。建议高
风险人群要始终注意个人防
护，“关口前移”尽可能避免
感染。这类人群一旦出现感
冒、发热症状，应及时筛查，
确定感染新冠病毒后要第一
时间就医。早期进行抗病毒
治疗、及时氧疗，对于降低重
症风险十分重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根
据临床观察，二次感染的人
群总体比第一次感染表现
的症状要轻，主要表现为发
热、喉咙痛。

脆弱人群如 65岁以上
尤其是 80岁以上的高龄老
人，高血压、冠心病、慢性支

气管炎、慢性肝肾疾病、糖
尿病等基础病患者，或者患
有血液病、淋巴瘤等疾病的
人群，容易二次感染，感染后
容易重症化。因此，这类人
群一旦出现发热，尤其是家
庭成员或周边人群已经明确
新冠感染，要及时做核酸或
抗原检测，早发现、早治疗，
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

XBB成为主要流行株
致病力无明显变化

问：我国目前主要的新
冠病毒流行株是什么？致
病力有什么变化？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
所研究员陈操：监测数据显
示，截至5月上旬，XBB系列
变异株已成为我国新冠病
毒主要流行株，境外输入病
例中占比达 95.6％，和全球
情况基本一致。从我国和
全球监测数据来看，与早期
流行的奥密克戎各亚分支
相比，XBB系列变异株的致
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康敏：随
着 XBB系列变异株持续输
入，以及人群抗体水平逐渐
下降、五一假期人员流动增
多等原因，我们观察到部分
地区的疫情水平有小幅回

升，这也符合全球奥密克戎
变异株波动流行的规律。

近期发热门诊就诊量
有所增加，但和 4月份流感
高峰期相比，仍处于低位。
当前，新冠疫情发展速度相
对比较缓慢，流行曲线也比
较扁平。根据监测结果综
合研判，新冠疫情出现大幅
回升的可能性低。

做好科学防护
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问：普通人“二阳”后如
何对症治疗？怎样做好科
学防护？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
清泉：大多数人免疫力正
常，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必恐
慌，对症处理即可。目前从临
床看，人群二次感染新冠病毒
后总体症状较轻，不少患者以
咽喉疼痛为突出症状，从中
医来讲是风热感冒加点
“湿”或“燥”的特征，可以用
一些清热解毒、疏风解表、
清咽利喉类型的中药药物。

在预防方面，公众可坚
持做好个人防护，保持勤通
风、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加
强自我健康监测。若确定感
染了新冠病毒，应避免带病工
作、上学，建议在家充分休养，
待完全康复后再工作、上学。

“二阳”是否增多？疫情形势会发生变化吗？
国家卫健委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新华社电 近日，网络上关于“二阳”的声音引发关注，有报道称部分城市三甲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上升。“二阳”
病例是否增多？再感染风险有多大？新冠疫情会大幅回升吗？如何做好科学防护？针对这些热点问题，国家卫生健康
委组织多位专家接受采访，专门作出回应。

全球首个5G
异网漫游试商用启动

新华社电 记者17日从
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的
2023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
日大会上了解到，全球首
个 5G异网漫游试商用正式
启动。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统
筹组织协调，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
电在大会上联合宣布在新
疆正式启动全球首个 5G异
网漫游试商用。5G异网漫
游是指当所属运营商无 5G
网络覆盖时，用户可接入其
他运营商的 5G网络，继续
使用5G服务。

据悉，工信部持续推进
5G网络覆盖，提升 5G服务
能力，创新构建标准体系，
组织四家基础电信企业开
展 5G异网漫游工作。四家
基础电信企业认真履行网
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使命
责任，整合优势资源、形成
强大合力、突破技术瓶颈，
进一步提升共建共享水平，
先后完成实验室测试、外场
验证和现网试点，验证 5G
异网漫游业务能力和商用
可行性。

下一步，工信部将积极
稳妥推动 5G异网漫游试商
用，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国5G
网络服务能力，更好地为生
产、生活和治理方式提质降
本增效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