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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即
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
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制作的《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第二季（越文版）11日起
在越南播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精

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
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的中
国古籍和经典名句，生动展
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

化底蕴和人民至上、家国天
下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
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
时代内涵。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
二季（越文版）11日起在越南
数字电视台播出，并在其新媒
体平台VTC Now同步上线。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二季（越文版）在越南启播

新华社电 著名的药
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
农工民主党的杰出领导
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
友，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四届
中央委员会主席桑国卫同
志的遗体，11日在北京八
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桑国卫同志因病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 17 时
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2岁。

桑国卫同志病重期

间和逝世后，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
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
桑国卫同志逝世表示沉
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
深切慰问。

11日上午，八宝山革
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
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
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
念桑国卫同志”，横幅下方
是桑国卫同志的遗像。
桑国卫同志的遗体安卧在
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 9 时 30 分许，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
中缓步来到桑国卫同志
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
桑国卫同志的遗体三鞠
躬，并与桑国卫同志亲属
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
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
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桑国卫同志生前
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
送别。

新华社电 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
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若干措施》）。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促
进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稳定
企业具有重要作用。《若干措
施》提出 5方面 18条工作措
施。一是促进内外贸规则制
度衔接融合。促进内外贸标
准衔接，不断提高国际标准
转化率。促进内外贸检验认
证衔接，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等框架下检
验检疫、认证认可国际合
作。促进内外贸监管衔接，
促进内外贸资源要素顺畅流
动。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
标同质，鼓励各方采信“三
同”认证结果。二是促进内
外贸市场渠道对接。支持外
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组织
开展外贸优品拓内销系列活
动。支持内贸企业采用跨境
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方式
开拓国际市场。发挥平台交
流对接作用，促进国内国际
市场接轨。三是优化内外贸
一体化发展环境。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开展打击侵权假
冒专项行动。完善内外贸信
用体系，推动企业信用信息
共享应用。提升物流便利
性，加快发展沿海和内河港

口铁水联运。强化内外贸人
才支撑，搭建线上线下融合、
内外贸融合的人才交流对接
平台。四是加快重点领域内
外贸融合发展。深化内外贸
一体化试点，鼓励加大内外
贸一体化相关改革创新力
度。培育内外贸一体化企
业，支持供应链核心企业带
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开拓国内
国际市场。培育内外贸融合
发展产业集群，提升中西部
等地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
平。加快内外贸品牌建设，
支持内外贸企业培育自主品
牌。五是加大财政金融支持
力度。落实有关财政支持政
策，积极支持内外贸一体化
发展。更好发挥信用保险作
用，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内
外贸一体化信用保险综合性
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强化金融机构对内外贸
企业的服务能力。

《若干措施》强调，各地
方、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推进
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打通阻
碍内外贸一体化的关键堵
点，助力企业在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顺畅切换，争取尽早
取得实质性突破。各地方
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出台
配套支持政策，大力推动本
地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密
切跟踪分析形势变化，加强
协同配合和督促指导，确保
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及
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
做法。

新华社电 教育部 11
日在上海召开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座谈推进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我
国已累计培养 1100多万
研究生。目前，我国有
117个一级学科和67个专
业学位类别，全国范围内
布局了 1.9万多个学位授
权点。进入新时代，全国
780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
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输
送了60多万名博士和670
多万名硕士。2022年，在
学研究生人数达365万。

据介绍，近年来，数
理化生等基础学科得到
加强，理工农医类博士

点、硕士点在全部博士
点、硕士点的占比分别稳
定在 70%、50%左右。同
时新增了量子科学与技
术、先进能源等39个目录
外一级交叉学科点和半
导体材料与器件等 6196
个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
叉学科点，增强研究生教
育对科学前沿和关键领
域的支撑能力。

出台《研究生导师指
导行为准则》等制度、每
年 10余万人次导师接受
专门培训、打破学位授权
点“终身制”、加大学位论
文抽检力度……近年来，
导师指导能力和水平不

断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持
续提升，更高水平的研究
生培养体系加快建设。
学位点授权、招生、培养、
评价等关键环节统筹联
动，推进学术学位和专业
学位分类发展。

教育部提出，在 3年
内培养一批厚基础、实战
型、能集中解决企业最急
迫技术难题的高层次创
新人才。加快布局社会
需求强、就业前景广、人
才缺口大的学科专业，优
化学科专业的区域布
局。深入研究AI技术对
研究生教育教学的影响，
做好政策和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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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即
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

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与越南数字电视台联合制
作的越南语新闻日播栏目

《联通中越》11日正式开播。
《联通中越》栏目以中国

新闻及中越各领域合作信息

为主要内容，旨在增进越南
观众对中国的了解，促进民
心相通。

这是越南国家级电视台
首次开设由外国媒体参与制
作的新闻栏目。

《联通中越》越南语栏目在越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