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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8月24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韩国总统
尹锡悦互致贺函，庆祝两国
建交30周年。

中韩建交30年来，中韩关系
与时俱进全方位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隔
海相望的永久近邻，两国人
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韩
建交 30年来，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中韩关系与时俱进全
方位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给
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重大福
祉，也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
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三十载沧
海桑田，三十载春华秋实。
中韩关系之所以能取得辉煌
发展成就，在于双方坚持登

高望远，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不断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时
代内涵；在于双方坚持互尊
互信，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通过真诚沟通增
进理解与信任；在于双方坚
持合作共赢，深化互利合作
与交流互鉴，实现相互成就、
共同繁荣；在于双方坚持开
放包容，携手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促进区域融合发展，维
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些
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和长期坚持。

把握大势、排除干扰、夯实
友好、聚焦合作

习近平强调，当前，百年
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世界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这

一关键时刻，包括中韩在内
的国际社会只有同舟共济、
团结合作才能战胜危机、渡
过难关。中韩要做好邻居、
好朋友、好伙伴。我高度重
视中韩关系发展，愿同尹锡
悦总统加强战略沟通，引领
中韩双方以建交 30周年为
新起点，把握大势、排除干
扰、夯实友好、聚焦合作，
共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
未来，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尹锡悦在贺函中对韩中
建交 30 周年致以热烈祝
贺。他表示，韩中两国地缘
相近，历史文化纽带关系悠
久。1992年建交以来，双方
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
取得跨越式发展，两国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巩固。两
国年贸易额增长近 50倍，人
员往来增加数十倍，丰富多
彩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国
民相互理解。这主要得益于
两国各界努力和国民支持。
我和习近平主席3月25日通
话时就以两国建交 30周年
为契机推动韩中关系实现新
发展达成重要共识。希望双
方以相互尊重精神为基础，
探索新的合作方向，推动两
国关系朝着更加成熟健康的
方向发展。为此，希望双方
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供应链
等经济安全及环境、气变等
领域实质性合作，推动取得
两国国民能切身感受到的成
果。希望建交 30周年纪念
活动能进一步促进两国交流

合作，深化两国国民之间的
友谊。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同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互致
贺电。李克强表示，中韩是
搬不走的永久近邻，也是分
不开的合作伙伴。中方愿同
韩方一道，以建交 30周年为
新起点，增进理解互信，深化
交流合作，推动中韩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韩德洙
表示，韩国新政府成立以来
韩中两国保持着密切沟通交
流。期待双方进一步活跃高
层交往，加强供应链、文化、
环保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
两国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
判，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好
发展。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尹锡悦就中韩建交30周年互致贺函

中韩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新华社电 据中央气
象台预报，今年第 9号台
风“马鞍”预计8月25日白
天在广东珠海至湛江一带
沿海登陆。农业农村部紧
急部署有关地区农业农村
部门做好台风防御和灾后
生产恢复工作。

当前正值南方中稻抽
穗灌浆、晚稻分蘖的关键时
期，畜牧生产的重要时期，
也是伏季休渔结束、海上渔
业捕捞生产旺季。农业农
村部强调，要组织专家核查
评估灾害影响，帮助和指导

农牧渔民搞好生产恢复。
加大机具和人力投入，及时
排涝除渍，加强肥水管理，
促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
做好受灾畜牧养殖场户的
畜禽补栏和生产技术指
导。尽快修复台风损毁
的港口、堤坝、渔船、鱼塘
和养殖设施，帮助养殖户
及时补充被冲走的鱼
苗。加强动物疫病防控
和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
治。督促有关保险机构
对参保渔船等设施和农
作物尽快定损、理赔。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
言人 24日就巴基斯坦发
生洪涝灾害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
道，受强季风降雨影响，巴
基斯坦俾路支省、信德省
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已造成 700多人死亡，超
过 30万人流离失所。请
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
否会对巴提供援助？

发言人表示，中巴是
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同甘
共苦的好兄弟，素来有守
望相助、携手应对重大自
然灾害的优良传统。巴
洪灾发生以来，中国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向巴基
斯坦外长比拉瓦尔表达

慰问。中方在中巴经济
走廊社会民生合作框架
下提供的 4000 顶帐篷、
50000条毛毯、50000块防
水篷等储备物资已悉数
投入救灾一线。

发言人说，考虑到巴
当前灾情，中方已决定追
加提供包括 2.5万顶帐篷
及其他巴方急需救灾物
资在内的新一批紧急人
道主义援助，力争以最
快速度运抵。中国红
十字会将向巴基斯坦
红新月会提供 30 万美
元紧急现汇援助。中方
将继续推进两国在防灾
减灾和气候变化等领
域的合作。

■聚焦防汛抗旱

农业农村部紧急部署台风“马鞍”防御工作

外交部发言人就巴基斯坦发生洪涝灾害答记者问

中巴有携手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优良传统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8月 24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的接续政策措施，
加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
决定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
工具额度和依法用好专项债
结存限额，再次增发农资补贴
和支持发电企业发债融资；确
定缓缴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举措，
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决定向地
方派出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
服务工作组，促进政策加快落
实；部署进一步做好抗旱救灾
工作，强化财力物力支持。

在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同时，再实施19项接续政策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延
续6月份恢复发展态势，但有
小幅波动，恢复基础不牢
固。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坚持发展是解决我
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抓住当前紧要关口，及时果
断施策，保持合理政策规模，
用好工具箱中可用工具，加
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
又不搞大水漫灌、不透支未
来。在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同时，再实施 19项接续

政策，形成组合效应，推动经
济企稳向好、保持运行在合
理区间，努力争取最好结
果。主要包括：一是在 3000
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已落到项目的基础上，再增
加 3000亿元以上额度；依法
用好5000多亿元专项债地方
结存限额，10月底前发行完
毕。这既可增加有效投资带
消费，又有利于应对贷款需
求不足。持续释放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改革和传导效应，
降低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
贷成本。二是核准开工一批
条件成熟的基础设施等项
目，项目要有效益、保证质
量，防止资金挪用。出台措
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和投
资，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
发展。允许地方“一城一策”
灵活运用信贷等政策，合理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为商务人员出入境提供
便利。三是对一批行政事业
性收费缓缴一个季度，鼓励
地方设立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四是支持中央发电企业等发
行 2000亿元能源保供特别
债，在今年已发放300亿元农
资补贴基础上再发放 100亿
元。五是持续抓好物流保通
保畅。六是中央推动、地方

负责抓落实。各部门要迅即
出台政策细则，各地要出台
配套政策。国务院即时派出
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
作组，由国务院组成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带队，赴若干经
济大省联合办公，用“放管
服”改革等办法提高审批效
率，压实地方责任，加快政策
举措落实。国务院大督查将
地方稳经济工作纳入督查和
服务范围。

要压实责任，进一步做好
抗旱减灾工作

会议指出，7月份以来，
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
区持续高温少雨，旱情对群众
生活生产造成影响。要压实
责任，进一步做好抗旱减灾工
作。一是科学调度江河和水
利工程水资源，适时人工增
雨、增打机井，增加抗旱水
源。二是优先保障群众饮用
水，必要时拉水送水。三是千
方百计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指
导农户抗旱保秋粮。四是从
中央预备费中拿出 100亿元
抗旱救灾，重点支持当前中稻
抗旱。五是抓紧研究推动晚
稻丰收的举措，中央财政持续
予以支持。地方也要加大投
入。同时继续统筹做好防汛
各项工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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