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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要 闻

新华社天津 10 月 6 日电 （记者

李 靖 吴 俊 宽） 第六届东亚运动
会开幕式 6 日晚在天津体育馆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出席并宣布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
书记孙春兰出席开幕式。

晚 20 时许，文体表演“序·欢聚天
津”为东亚运动会拉开帷幕。在雄壮的
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馆内升
起。来自中国、朝鲜、中国香港、日本、
韩国、中国澳门、蒙古、中华台北、关岛

（会友）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代表
团，举行了入场仪式。

中国代表团最后一个入场，本届
东亚运动会中国代表团派出 516 名运
动员，将参加全部 24个大项的比赛。

中国运动员郝帅、中国裁判员周
学敏分别代表运动员和裁判员宣誓。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致欢迎辞。他说，举
办东亚运动会是天津人民的美好愿
望，希望天津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能够以其热情与魅力、开放与包容，给
各位朋友留下美好的记忆。

东亚运动会联合会主席、中国奥
委会主席刘鹏在开幕式上致辞。他
说，东亚地区的奥林匹克运动蓬勃发
展，是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不可忽
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运动会是东
亚青年的体育文化盛会，为东亚各奥
委会的运动员们搭建了展示风采、交
流学习、增进友谊、共同提高与进步
的大舞台。

随后，文体表演开始。这段时长约
40分钟的文体表演主要分为“快乐时
光”、“和谐乐章”、“超越梦想”3 个章
节，参与演职人员 1500 余人，其中有

1120人是来自天津的大、中学生。演出
没有邀请外地明星演员，舞台不搞过度
包装，部分演员服装和道具使用第九届
全国大运会开闭幕式服装和道具，但是
整个开幕式演出极具津味元素和中国
特色，简约不简单，节俭更精彩。

东亚运动会创始于 1993 年，第
一届在中国上海举行。天津是继上海、
澳门、香港之后，第四个举办东亚运动
会的中国城市。

本届东亚运动会以“和平、友谊、
和谐、发展”为主题，以“分享快乐，创
造精彩”为口号，共设有游泳（跳水）、
田径、羽毛球、棒球、篮球、保龄球、自
行车、体育舞蹈、龙舟、击剑、足球、体
操、曲棍球、柔道、空手道、射击、软式
网球、壁球、乒乓球、跆拳道、网球、排
球、举重和武术等 24 个大项、254 个
小项，共有 2422名运动员参赛。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在天津开幕
刘延东宣布开幕

马六甲海峡，波光潋滟；东南亚大
地，椰树芃芃。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绵
延千年的友谊，中国和东南亚日益深入
的合作，在这里书写了一篇篇动人诗章。

10 月 2 日至 5 日，习近平主席对印
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外交，多领
域合作。这片海天一色的大地，时钟拨到
了“中国时间”，传递出更多“亚洲声音”。

中国与周边国家如何实现共同发
展？亚洲区域合作怎样深化？

追问，循着更广阔的历史视野铺
展；回答，随着互利友好的外交实践渐
现。习主席上任后，在国际舞台上进行
了一系列精彩的中国亮相⋯⋯

3 月，从白雪雱雱的俄罗斯，飞赴骄
阳似火的非洲；6 月，跨越浩瀚太平洋，
从拉美到北美，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探索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9 月，沿着丝绸之路
向西，中国暖风在辽阔的中亚大地劲吹。

这一次，东南亚星罗棋布的岛屿，迎
来了习主席风尘仆仆的身影。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立足亚洲、
面向世界、开放包容，和平发展、合作发
展、共赢发展。

北京-雅加达-吉隆坡，湛蓝苍穹
中，飞机划出了一道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的优美弧线。

从中国-印尼、中国-马来西亚，再到
中国-东盟。命运相似，梦想相通。

类似的历史遭遇，让彼此走到一起，
并肩战斗，风雨同舟。共同的历史使命，
将彼此连在一起，合作共赢，开创未来。

高密度、快节奏，收获丰硕成果。这
些灿烂而温暖的日子，见证了人们携手
实现梦想的期待⋯⋯

站在攸关未来的路口
时隔 20 载，习主席再次踏上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美丽的土地。
车流如织，琼楼矗立，展现出发展的

蓬勃生机。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变的
是亘古及今的记忆。

访问期间，谈起中印尼、中马友好关
系，习主席说，今天的友好，拥有充分的
历史理由和基础。

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穿越时空，展
现在人们眼前——

明代航海家郑和，7 次扬帆远航，
5 次驻节马六甲，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
腊、加里曼丹。20 年前，习主席曾到马六
甲探访历史。眺望远方，天高云淡，引发
了多少历史遐思。

“中印尼友好”图片展，习主席时而
驻足，时而忖量。目光落到一幅珍贵的老
照片上。1956 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
毛泽东主席同他共乘敞篷车，北京各界
群众夹道欢迎、万人空巷。

徜徉于展厅，习主席端详着、品味着。印尼万隆会议
的历史时刻，周恩来总理倡导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理
念，凝聚起广泛共识，促进了一支新兴力量以新的姿态
登上国际舞台。

倾听历史的回响，追溯往日的轨迹，重温一个个影响
深远的战略抉择，更能感悟今天局面的来之不易。

印尼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关系一度受
挫。1990年复交后，双边关系日新月异，仿佛要追上荏苒的
光阴。习主席对印尼总统苏西洛说：“你不仅是印尼国家建设
的领路人，也是中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开拓者，为两国友好
合作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来西亚同中国建交时，正逢冷战时期。消除遏制、打
破坚冰，需要战略勇气和远见。习主席多次表示：“马来西
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也是首个推动东盟与
中国开始对话进程的国家。”

1974 年，哈利姆担任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期间，中马正
式建交。4 日上午，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习主席举
行盛大欢迎仪式，表达对中国贵宾的敬重。锦旗招展，礼炮
轰响，内阁部长、驻马外国使节悉数出席，场面蔚为壮观。

习主席抵达吉隆坡当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夫妇特
设家宴，欢迎习主席夫妇。双方在亲切、友好、轻松的气氛
中，叙友情、话未来。习主席意味深长地说道：“一见如故。”

纳吉布的父亲，正是推动两国建交的拉扎克总理。纳吉
布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少年时，他曾询问父亲为何
访问中国。父亲回答说，因为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是可以信赖
的。“今天，通过同习主席的交谈，我同样认为中国是马来西
亚可以信赖的国家，习主席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习主席诚挚邀请：“明年是中马建交40周年，欢迎哈利
姆最高元首、纳吉布总理访问中国，期待在北京再次见面。”

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这句话，对中印尼、中
马交往历史的亲历者，有着不寻常的深意。

3 年前，印尼副总统布迪奥诺访华，习主席同他亲切
会谈。如今，在雅加达会面，延续合作话题，倍感亲切。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已进入 88 岁的耄耋之年，
曾两次同邓小平同志见面，当时双方就一致认为“两国关
系将越来越好”。30 年过去了，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蓝图，让
他倍感振奋。他同习主席谈得最多的是两国合作，是他正
在筹备的“郑和协会”，是愿为马中友好再尽绵薄之力⋯⋯

近年来，中印尼、中马关系蓬勃发
展，步入成熟、稳定的快车道。如何顺势
而为，更好促进双边关系繁荣发展？

历史，又一次站在攸关未来的路口。
习主席同苏西洛总统、纳吉布总理

决定，将中印尼关系、中马关系提升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幅友好合作的画卷铺展开来，大
势所趋、人心所向。

在印尼国会的演讲，是习主席访问的
一场重头戏。这是印尼国会首次邀请外
国元首莅临演讲，这表达了印尼人民对
中国领导人的特殊敬意。习主席用了很大
篇幅阐述中国-东盟关系。

习主席在演讲中郑重提出了“携手
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
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
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
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
好朋友、好伙伴。习主席的倡议引起广泛
共鸣。

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 10 周年。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
意义重大，前程似锦。

在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上，习主席
的演讲向亚洲乃至世界传递着这样一个
信息：一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
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亚洲和世界各国
人民共同利益，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巨
大发展潜力。

打开共享机遇的大门
马六甲海峡，舳舻千里，笛声汇鸣。

这里是“海上经济生命线”，也是亚洲发
展活力和潜力的一个生动缩影。

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印尼
“六大经济走廊”，马来西亚“2020 宏
愿”，汇聚成新的巨大机遇。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从 1 个月前
访问中亚四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到这次访问提出同东盟共建“命运
共同体”，打通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传承历史，开启未来——

共同利益广泛，发展进程相似，人民
意愿相通，这就拉近了彼此距离，突显了
加强合作的战略价值。

习主席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出席了两
场经济峰会，苏西洛总统和纳吉布总理
分别陪同。苏西洛总统在经济峰会致辞
时打了一个比方，说印尼和中国有相似
的梦想，也在寻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我们两国是“异床同梦”。纳吉布总理对
中国梦也有深刻思考：“亚洲发展的美好
愿景，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的中国梦是相通的。”听众为他们的精彩
之语热情鼓掌。

会谈、会见、演讲、宴会，甚至乘电梯、
上车前，领导人都抓紧时机热切交流，深入交换意见。正可谓

“话逢知己千句少”。
时常是习主席话音未落，对方已热切回应。会谈时，

习主席提出深化中马合作 5 点建议，纳吉布总理当即表
示：“我完全赞同中方合作建议，这些设想意义重大，将推
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习主席
代表中国政府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中国为
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一个重大构想，也是中国
为推进中国-东盟合作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

一石激起千层浪。苏西洛总统作出积极回应。纳吉布
总理说，马方完全支持并愿意考虑参加，中方倡议将帮助
东盟发展。东盟一些国家和国际舆论也高度关注中国的这
一倡议，予以积极评价。

真诚的合作意愿，浇灌着中印尼、中马关系发展的广
袤田野，双方合作如雨后春园，郁郁葱葱，菶菶萋萋。

习主席对双方合作的情况稔熟于心——中国成为印
尼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尼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
连续 4 年是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连续 5 年是
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

这里，处处涌动着同中国合作的热潮。中印尼共建泗
水-马都拉大桥，天堑变通途；中马正合作建立钦州和关丹产
业园，北部增活力⋯⋯

为什么选择中国？为什么选择东盟？
中国同东盟，曾携手应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曾

共同抗击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患难之中的守望相
助，为信赖培植了深厚土壤。

看好中国经济，也看好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
景。苏西洛总统表示：“中国保持稳定发展对本地区和世界
都至关重要。”

中印尼、中马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应时而生，开启了务实
合作新篇章。习主席说：“有了顶层设计，再加上高层推动，相
信未来经贸关系会发展地更好。”

合作，正指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中马力争 2017年双边
贸易额达到 1600 亿美元的目标，让无数企业家捕捉到了
商机。从经贸、金融、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制造业等传统领
域，到“上天入海”的航天、海上等新兴领域，合作范畴不断
拓展。 （下转第三版）

美丽的弧线

：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

—
—记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

“一年多的专项清理活动中，全省
法院清理涉党政机关专项积案 206
件，执行到位标的金额近1.18亿元。”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驰近日
表示，“党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律义务，
对全社会遵法、守法具有很强的示范
效应。”

据介绍，中央 《关于做好党政机

关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工作
的若干意见》 下发后，甘肃各级法院
对 2011 年底前未结涉党政机关执行
积案进行了全面摸底排查，截至 9 月
底，全省已执结 206 件，占积案总数
的 94.5%；执结到位标的 11791.17万
元，占应执行总标的金额的 95.39%。

“ 党 政 机 关 不 能 做 欠 债 不 还 的
‘老赖’，要带头当表率，这样才能带
动普通群众执行法院判决。”甘肃省
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张翔说。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
展之后，甘肃省法院党组认识到，

做好党政机关执行积案清理工作、
解决好执行难问题是践行群众路线
的重要抓手。为此，甘肃省法院党
组建议省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办公室，把党政机关执行人民法院
生效裁判的情况列入教育实践活动
即知即改内容，责成各市州党委政
府限期解决。

马驰表示，未来甘肃各级法院还
将积极提出司法建议，规范党政机关
参与民事经济活动的行为，从源头减
少涉党政机关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
判的问题。

甘肃：党政机关清理积案做表率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报巴厘岛 10 月 6 日电 记者
李国章 王涛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见了前来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梁振英。

梁振英向习近平汇报了香港近
期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推动香
港经济发展、改善市民生活等方面
所做的工作，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

的关心和支持。
习近平对梁振英及特别行政区

政 府 的 工 作 给 予 充 分 肯 定 。 他 表
示 ， 香 港 经 济 保 持 平 稳 ，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坚 持 稳 中 求 变 、 民 生 为
先 的 施 政 理 念 ， 着 力 解 决 住 房 、
扶 贫 、 养 老 、 环 保 、 经 济 发 展 等
问 题 ， 得 到 了 市 民 认 同 。 中央 政
府 支 持 香 港 经 济 繁 荣 和 社 会 稳 定
的 立 场 是 一 贯 的 、 也 是 坚 定 不 移

的 。 希 望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继 续 坚
持依法施政，抓好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工作。

习近平表示，明年我国将主办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香港特别行政
区将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
中央政府将就此同特别行政区政府
进行沟通和协调。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会
见时在座。

习 近 平 会 见 梁 振 英
本报巴厘岛 10 月 6 日电 记者

李国章 王涛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 6 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会见了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
董事长萧万长一行。习近平强调，两岸
双方应该坚持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正确道路，倡导“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加强交流合作，共同促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习近平强调，要珍惜历史机遇，保
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良好势头。两岸
民众都希望两岸关系取得更大进展。
双方应该顺应民心、抓住机遇，促进两

岸关系发展取得新成果。
习近平指出，增进两岸政治互信，

夯实共同政治基础，是确保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关键。着眼长远，两岸长期
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
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
去。我们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在一个中
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
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对
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
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

在谈到两岸经济合作时，习近平
强调，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在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双方只
有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应对挑战。要加
强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并更加
重视促进产业合作。

萧万长表示，过去 5 年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取得诸多成果，最重要的是
确立了“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制度化协
商的基础，这也是两岸持续交流互动
的核心。面对全球经济新挑战，两岸应
扩大深化经贸制度化合作，推动两岸
关系持续发展。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萧 万 长 一 行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中央民族大学附属
中学作为全国唯一一所面向各少数民
族地区招生的民族中学，自建校以来，
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优秀人才，他们
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解放、国家发展、
民族团结、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
献。希望学校继承光荣传统，传承各
民族优秀文化，承担好立德树人、教书
育人的神圣职责，着力培养造就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
人。希望同学们珍惜美好时光，砥砺
品德，陶冶情操，刻苦学习，全面发展，
掌握真才实学，努力成为建设伟大祖
国、建设美丽家乡的有用之才、栋梁之
材，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共同繁
荣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李克强在批示中指出，民大附中
历经百年风雨，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各
族优秀青年。希望你们继续发扬爱

国、团结、奉献的光荣传统，传承各民
族优秀文化，立德树人，笃志好学，砥
砺前行，造就更多维护民族团结、堪当
现代化建设重任的栋梁之材。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前身为
国立蒙藏学校，成立于 1913 年。建
校以来，学校培养了大批坚定拥护
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献身民族地
区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杰出
人才。

本报讯 记者陈力、通讯员郭臣

报道：内蒙古乌海市加快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步伐，9月 23日，该市政府对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和行政事业性收
费项目进行了新一轮清理后，该市仅
保留行政审批事项 87 项，减少 106
项，缩减率达 55%；保留行政事业性
收费 48 项，停止收费项目 50 项，缩
减率达 51%。相关资料显示，乌海成
为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审批事项和行政
事业性收费事项最少的盟市。

乌海市自 2002 年启动政务改革
以来，逐年加大改革力度。2009 年
推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
2010 年 建 成 启 用 新 的 政 务 服 务 中
心，2011 年成立政务公开工作领导
小组。如今，全市承担行政服务职能

的 37 个部门将工作人员和审批服务
事项全部集中到综合大厅，把原来的

“办一件事进多家门”变为“办多件
事进一家门”，把原来的层层审批简
化为一站服务，事项办理承诺时限全
部压缩至 20 个工作日以内，多数事
项办理时间从原来的平均 30 天缩短
到 5 天，一些原来承诺 5 天的事项变
为现场办结的事项。

在做简政放权“减法”的同时，
做好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加法”。
乌海市代市长包钢认为，乌海是内蒙
古自治区西部新兴工业城市，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方兴未艾，而加快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就要大力扶持中小企
业，政府把为群众增加更多就业机会
作为转变职能的落脚点。

针对缺技能、缺资金等实际困
难，乌海市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推动创
业、服务就业。劳动部门大力发展品
牌特色培训、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加

强部门合作，推进就业与工会、妇
联、团委、经信委、建委等部门的沟
通协作，联合开展多元化技能培训。
金融部门在扩大放贷范围、提高贷款
额度、扩展微利项目范围等方面完善
相关政策，制定个人创业小额担保贷
款 具 体 实 施 办 法 。 各 级 政 府 将

“4050”失业人员、残疾人、零就业
家庭、失地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
群体纳入扶持范围，并对吸纳就业困
难人员的企业和从事灵活就业的困难
人员给予社保补贴。

同时，市各级领导干部根据职责
能力，包联全市低保户、低保边缘户、
优抚对象、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困难家
庭和残疾人、病亡遗属中的贫困户，着
力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养
老、医疗、住房、子女就学等问题。

截至目前，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6029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2781
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2088人。

内蒙古乌海：

简政放权释放创业就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