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8日 星期三
统筹：孙友文 编辑：王梓 美编：张妍 校对：一广 A03要闻NEWS

新华社电 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二次会晤 17日晚以视频方
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
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西
总统博索纳罗出席。

习近平发表题为《守望相助
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
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
前，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
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人类社会
正在经历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
病大流行，世界经济正在经历20
世纪 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
衰退。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举
行这次会晤，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也不可
能逆转。我们要为人民福祉着
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美好世界作
出应有贡献。

第一，要坚持多边主义，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面对多边和
单边、公道和霸道之争，金砖国
家要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高
举多边主义旗帜，捍卫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尊重彼此
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社会制度、
经济模式、发展道路。倡导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通过协商和谈判化解分歧，
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单边制裁和
“长臂管辖”，共同营造和平稳定
的发展环境。

第二，要坚持团结协作，合
力克服疫情挑战。要加强国际
联防联控，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
挥关键领导作用。中方愿积极
考虑向有需要的金砖国家提供
疫苗。推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
中心建设。中方倡议召开传统
医药研讨会，探索传统医药在新
冠肺炎防治方面的作用。要以
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
见，凝聚起各国携手抗疫的最大
合力。

第三，要坚持开放创新，促
进世界经济复苏。一手防疫情，
一手稳经济。加强宏观经济政
策协调，推动落实“人员与货物
跨境流动便利化倡议”，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利用疫
情搞“去全球化”，最终只会损害
本国和各国共同利益。要坚定
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
滥用国家安全之名行保护主义
之实。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营造
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
环境。中方将在福建省厦门市
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创新基地。希望金砖国家
支持中方发起的《全球数据安全
倡议》。

第四，要坚持民生优先，推

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将落实《联
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置于国际发展合作核心，将消
除贫困作为首要目标，让资源
更多向减贫、教育、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等领域倾斜。支持联
合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动
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
伙伴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
及发展中国家，更好满足弱势
群体需求。

第五，要坚持绿色低碳，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落实好
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恪守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中国
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已宣
布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举措，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我们将说到做到。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我们将科学把握新发展阶
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将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市
场，更加主动地深化对外合作，
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创造更多
机遇和空间。

习近平最后强调，我们都在
同一艘船上。风高浪急之时，我
们更要把准方向，掌握好节奏，

团结合作，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五国领导人围绕“深化金砖
伙伴关系，促进全球稳定、共同
安全和创新增长”主题，共商抗
疫合作大计，共绘金砖发展蓝
图，就金砖合作和当前国际形势
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五国领导人表示，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五国应团结互助，加
强疫苗和药物方面合作，支持世
界卫生组织发挥重要协调作用，
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推动实现世界经济
复苏和增长。推进金砖国家经
济伙伴关系，深化贸易投资、数
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气候变
化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政治
安全合作，包括反恐、反腐败、外
空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
尊重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
端。拓展人文交流合作，深化民
间友好。领导人同意，继续就重
大国际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坚持
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维
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
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五国领导人还听取了金砖
国家相关机制负责人工作报告。

会晤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

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 17日通报，11月 16日 0~24
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15例，均为境
外输入病例（四川 6例，上海 4
例，广东 3例，天津 1例，山东 1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

记者从天津市疾控中心获
悉，11月17日下午2时40分，2名
正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的冷链
从业人员咽拭子样本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意见》提出，要坚持问题
导向，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
倾向。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
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
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谷、小
麦、玉米三大谷物的种植面
积。一般耕地应主要用于粮食
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
饲草饲料生产。加强粮食生产
功能区监管，把粮食生产功能
区落实到地块，引导种植目标
作物，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
定非主产区粮食种植面积，产
销平衡区要着力建成一批旱涝
保收、高产稳产的口粮田，保证
粮食基本自给；主销区要明确
粮食种植面积底线，稳定和提
高粮食自给率。有序引导工商
资本下乡，鼓励和引导工商资
本到农村从事良种繁育、粮食
加工流通和粮食生产专业化社

会化服务等，对工商资本违反
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大规模流转
耕地不种粮的“非粮化”行为，
一经发现要坚决予以纠正，并
立即停止其享受相关扶持政
策。严格规范永久基本农田上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禁止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以及
挖塘养鱼、非法取土等破坏耕
作层的行为，禁止闲置、荒芜永
久基本农田。

《意见》要求，要强化激励
约束，落实粮食生产责任。严
格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要将防止耕地“非粮化”作为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重要内
容，严格考核并强化结果运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要切实承担起保障本地区粮食
安全的主体责任，稳定粮食种
植面积，将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分解到市县。坚决遏制住耕地
“非粮化”增量，同时对存量问
题摸清情况，分类稳妥处置。
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落实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健全粮食
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粮
食生产功能区政策支持力度，
加强对种粮主体的政策激励，
着力保护和调动地方各级政府
重农抓粮、农民务农种粮的积
极性。加强耕地种粮情况监
测，每半年开展一次全国耕地
种粮情况监测评价，建立耕地
“非粮化”情况通报机制。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
加强组织领导，抓紧制定工作
方案，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稳妥
有序抓好贯彻落实。农业农村
部、自然资源部要会同有关部
门做好对《意见》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

新华社电 在 17日举行的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回答了记者提问。

意大利米兰国家癌症中心研
究显示，新冠病毒自去年 9月就
在意大利传播。有观点认为新冠
病毒在武汉暴发之前就已经在海
外传播。

对此，赵立坚说：“我们已经
看到、听到国际上不断出现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间、地点等
报道。这再次印证了病毒溯源是
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由科学

家在全球范围开展国际科学研究
与合作，促进对病毒动物宿主和
传播途径的了解，目的是更好预
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保护各
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病毒
溯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可
能涉及多国多地。我们希望各国
都采取积极态度，同世卫组织等
加强合作，推进全球溯源工作。”

他表示，中方将继续积极参
与病毒溯源和传播途径全球科学
研究，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全球病
毒和抗疫合作做出贡献。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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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意见

防止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

外交部回应涉新冠病毒最新研究
再次印证病毒溯源是复杂科学问题

16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例

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
产的意见》。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