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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至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

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金秋十月，习近平主席飞赴伏

尔加河畔千年古城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六次会晤。这是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胜利召开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也

是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后首次峰会。

在喀山停留不到 48 小时里，习近平主席密

集出席十多场活动，多边双边结合联动，老

友新朋聚首畅谈，日程丰富紧凑，内容务实

高效，访问圆满成功。国内外媒体高度关

注、密集报道，普遍认为此访成果丰硕、亮

点纷呈，谱写了金砖国家团结自强新篇章，

开辟了全球南方发展繁荣新前景，中国再

次发挥了作为金砖合作中坚力量、全球南

方核心成员的重要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下，大金砖合作引领全球南方大团

结，正在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开辟大金砖合作新阶段

王毅表示，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

中 ，牵 动 着 世 界 格 局 演 变 和 国 际 力 量 对

比。成立 18 年来，金砖不断发展壮大，人

口占全球近一半，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超

过三成，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最重要平台。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

临冲突动荡还是和平发展的关键抉择，金

砖合作机制也进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关键阶段。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好金砖前

景，热切期盼金砖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与此同时，金砖合作也面对一些唱

衰甚至疑惧的声音。习近平主席全程出席

金砖领导人小、大范围会议，结合金砖扩员

后面临的新形势，深入阐述“大金砖合作”

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原则，深刻指出金砖国

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彼此的共同追求。时

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展现历

史主动，要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

勇、识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

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主席把脉国际格局演变和全球发展大势，深刻阐

述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指出金砖国家

应努力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

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可持续发展

的践行者、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文明和合共生的倡导

者。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支持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八项务

实举措，进一步拓展了“大金砖合作”的广

度和深度，夯实了“大金砖合作”的四梁八

柱，有力助推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提升了

金砖的含金量，增强了金砖国家自立自信

自强的底气。

面对 30 多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的强

烈愿望，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秉

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积极

回应全球南方的呼声，欢迎更多国家以多

种形式加入金砖事业。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本次喀山峰会达成共识，决定邀请新

一批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这是继去年约

翰内斯堡峰会欢迎 5 个新成员后金砖发展

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进展，标志着金砖合

作机制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金砖合作机

制的代表性进一步扩大，感召力、影响力、

生命力更加彰显，已经成长为构建更加公

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性力量。

王 毅 说 ，金 砖 机 制 之 所 以 能 持 续 壮

大，金砖合作之所以能常葆活力，关键在

于以开放包容为襟怀，以合作共赢为目

标，以公平正义为追求。这同那些固守冷

战思维、挑动阵营对抗的“小集团”、“小圈

子”性质完全不同。自 2013年以来，习近平

主席出席了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开

创性地提出包括“金砖+”合作模式等一系

列重要主张和倡议，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

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

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留

下了中国印记。在中国和金砖伙伴共同

努力和推动下，不断成熟壮大的金砖成色

更足、阵容更强、声音更响，必将进一步弘

扬金砖共同价值、维护金砖共同利益、促

进金砖联合自强，为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

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强大

动能。

二 、凝 聚 全 球 南 方 团 结
振兴新共识

王毅表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

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占

世界经济比重已超过 40%，在促进世界和

平、维护公道正义、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是当今世界

的稳定、向善、进步力量。当前全球治理

体系明显滞后，全球南方代表性和发言权

未得到充分体现，不仅制约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振兴，也影响

国际社会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此次 30 多个国家领导人齐

聚喀山，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围绕加强多边主义、促

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深入沟通，畅所欲言。各方反对强

权霸凌和双重标准，呼吁尽快在加沙停火止战、改革国际经济

金融秩序，凸显全球南方国家对和平安全的渴望、对发展繁荣

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向往。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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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 努力培养
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

信，在中国海洋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际，

向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以建校百年

为新起点，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

为牵引，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

培养模式，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

技攻关，努力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

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为建设

教育强国、海洋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为私立青岛

大学）创建于 1924 年，2002 年由青岛

海洋大学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近

日，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百年办学的奋

斗历程，表达积极服务海洋强国建设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全 面 推 进 强 国 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的决心。

回 信
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

你们好！来信收悉。值此中国海

洋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际，向全校师生

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希望你们以建校百年为新起点，

以 科 技 发 展 、国 家 战 略 需 求 为 牵 引 ，

完 善 学 科 设 置 调 整 机 制 和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加 强 原 创 性 、引 领 性 海 洋 科 技

攻 关 ，努 力 培 养 更 多 胸 怀 蓝 色 梦 想 、

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为建

设 教 育 强 国 、海 洋 强 国 作 出 更 大

贡献。

习近平

2024 年 10 月 24 日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大金砖

大团结

大作为

—

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

谱写金砖国家团结自强新篇章

，开辟全球南方发展繁荣新前景

今年粮食产量预计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

农 业 农 村 经 济 稳 中 提 质
本报记者 李和风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粮

食再获丰收，今年预计将首次突破 1.4 万

亿斤。与此同时，“菜篮子”产品供应充

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乡村产

业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农村改革开

放持续深化。总体来看，前三季度农业

农村发展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势

头，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年粮食再获丰收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

至 10 月 24 日，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达

82.5%。从各地反映和专家测产情况看，

绝 大 多 数 省 份 增 产 ，个 别 地 区 因 灾 减

产。算大账，秋粮增产态势明显。

今年夏粮产量 2995.6 亿斤，比上年

增加 72.5 亿斤；早稻产量 563.5 亿斤，连

续 4 年稳定在 560 亿斤以上。大豆油料

扩种成果巩固，大豆面积仍保持在 1.5 亿

亩以上，预计产量稳定在 2000 万吨以

上；油菜籽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

“今年秋粮和全年粮食能够再获丰

收，天帮忙是客观条件，政策好、人努力

才是关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

示。从全国层面看，今年农作物累计受

灾 1.35 亿亩，比常年减少 4400 多万亩。

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齐抓共管，亿万农

民辛勤劳作、默默耕耘，共同推动实现了

粮食高位增产。

今年，各地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间作

套种，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

物玉米面积增加比较多，对整体增产贡

献较大。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植业

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农业农村部启

动实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行动，会同国家发改委实施粮食单产提

升工程，加快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

制“五良”集成，挖掘单产潜力，推动大面

积均衡增产。专家分析，单产提升对增

产的贡献达七成以上。

当 前 ，随 着 秋

粮陆续丰收上市，

全国逐步进入秋粮

购销旺季。“综合来

看，我国粮食虽然

连年增产，但供需

仍 保 持 紧 平 衡 格

局。”农业农村部党

组 成 员 李 敬 辉 表

示，农业农村部将

多措并举抓好秋粮政策性收储、市场化

收购及购销市场调控，推动粮食价格保

持在合理水平，保障种粮农民收益。

“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裕

前三季度，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裕。今年以来，生

猪产能有序调控，9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

栏量 4062 万头，生猪养殖业稳步发展。

肉蛋奶生产稳定，前三季度猪牛羊禽肉

产量 7044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

国内水产品产量增长 4.5%。蔬菜水果品

类丰富、供给充足。 （下转第三版）

十月二十五日

，我国海拔最高的百万千瓦级水电站

—
—

两河口水电站蓄至正常蓄水位二千八

百六十五米

，为首次满蓄

。这是雅砻江两河口水库全貌

。

（新华社发

）

用好水资源税促进节约用水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

部对外发布《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

法》，明确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

水资源费改税试点。这不仅有助于进

一步巩固和扩大水资源税改革成果，也

是践行新时代治水思路和确保国家水

安全的重要举措。

水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水安全

关乎国计民生。我国人多水少，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

之一，是世界严重缺水国家之一。同

时，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随着经

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水资源需求量持

续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水

资源利用效率总体不高，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都面临水资源

短缺的挑战。

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节水是

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把节水放在

优先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

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贯彻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必

须坚持节水优先、量水而行。

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税收是

重要手段。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先后在河北、北

京、天津等 10 个省份开展了水资源税改

革试点，在抑制地下水超采、转变用水方

式、促进节水改造、规范取用水行为等方

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全

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全面推行”意味

着要用改革的办法完善顶层设计，《办

法》推出正当其时。

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充分

发挥税收杠杆作用，有利于增强企业等

社会主体节水意识和动力。要鼓励企业

通过节水改造和技术创新提高用水效

率，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和生

态环境保护，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同时，水资源费改税试点要

与地下水超采治理、取水许可管理等其

他改革措施相互配合、协同推进。

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涉及

面广、专业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切实提

高 政 策 知 晓 度 和 落 实 精 准 性 意 义 重

大。各级财政、税务、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各自所在领

域区域政策宣传解读的优势，确保纳税

人懂政策、会申报、知操作，确保改革试

点平稳有序实施。建立税务与水利部

门工作配合机制，交接纳税人档案资

料，开发和测试征税信息系统，实现涉

税信息自动预填、自动计算，进一步提

升纳税人办税便利度。相关部门还应

跟踪分析改革试点运行情况，及时总结

评估试点效果，指导各地落实工作任务

和责任，确保试点工作平稳推进。

□ 金观平

从北京出发，飞越 5 个时区、5000

多公里的长途。习近平主席的专机抵

达喀山国际机场。

迎着正午阳光，习近平主席健步

走出舱门。放眼望去，一片橙黄橘绿

的斑斓。2013 年以来，第 10 次踏上俄

罗斯土地，第一次来到古城喀山。

10 月 22 日至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六次会晤，金砖大家庭扩员后

的首度线下聚首。中国元首外交开启

新一轮“金砖时间”。

在喀山，不到 48 小时，十多场双多

边活动。国际媒体这样报道：“习近平

主席喀山之行的‘每一步’都受到特别

的关注。”

从领导人小范围、大范围会议到

“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从擘画“大金

砖合作”未来之路到壮大“全球南方”

团结之力，一次次伙伴间的畅叙深谈，

一项项登高望远、胸怀天下的理念主

张，凝聚起和平与发展的正能量，为动

荡变革的世界注入希望之光。

“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

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我

们要利用好这次峰会，保持好金砖发

展势头，谋划好全局性、方向性、战略

性问题，同心同德，勇毅前行，推动金

砖国家集体再出发。”

江河奔涌，日月新天。习近平主席

喀山之行，引领谱写人类发展新时代

的“金砖华章”。

（一）启程，领航“大金砖”

21 世纪的世界舞台上，金砖是一

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乘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群体性崛起的澎湃大潮，顺应世界多极

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浩荡大势，金砖完

成了由新颖的经济学概念向新型的国

际合作机制的华丽演进，实现了从“金砖

四国”到“大金砖合作”的卓然壮大。

历史创造了金砖，金砖也在创造

着历史。

23 日上午，喀山会展中心，载入史

册的一幕。在印有“金砖 2024”标识的

巨幅背景板前，金砖大家庭新老成员

国领导人肩并肩站在了一起。快门声

此起彼伏，首张“大金砖全家福”从喀

山传向全世界。

“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

件。”习近平主席从金砖发展和世界变

局两个维度深刻阐述金砖扩员的非凡

意义。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一半、贸易

额占全球贸易额五分之一，经济总量按

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七国集团 ——

这张“全家福”所代表的，是一支蓬勃

发展、前程远大的新力量。

从世界财富体系的边缘者到全球

经济增长的引擎，从国际规则的被动

接受者到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这张“全家福”所昭示的，是一个潮起

南方、万象更新的新时代。

“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公正的全球

发展和安全”，此次喀山会晤的主题。

承载着新的希望，肩负着新的使命，金

砖国家集体再出发。（下转第二版）

“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
—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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