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要求三家中国企业撤出对加矿产投资

商务部回应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6日表示，中方对加
方以国家安全为名，干扰阻断中

加企业正常商业合作的行为表示

坚决反对。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

方关切，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营

造公平、公正、透明和非歧视的营

商环境。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

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有记者就加方近日发表声明

要求三家中国企业撤出对加矿产

企业投资提问，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作出上述回应。

这位发言人说，中加都是全球

矿产供应链的重要环节。中国企

业在加拿大矿产领域投资，是完

全基于市场经济原则和企业发展

需求的商业行为。加方泛化国家

安全概念，人为设置障碍，违背市

场规则，损害了中加有关企业的

商业利益，削弱全球投资者对加

投资环境的信心，不利于加产业

发展及全球矿产供应链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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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论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重要致辞

□人民日报评论员

野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冶袁 在第五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重要

致辞中袁习近平主席郑重宣示中
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
市场机遇 尧 共享制度型开放机
遇尧 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袁并
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遥 这
充分体现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尧为世界带来更
多新机遇的信心决心袁充分彰显
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责任担当遥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
识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袁 中国坚
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袁不仅发展了
自己袁也造福了世界遥 特别是过
去10年来袁 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
动的开放战略袁构建面向全球的
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袁加快推
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尧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成为
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
际合作平台遥中国成为1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袁货物
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袁吸引外资
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袁形成更
大范围尧更宽领域尧更深层次对
外开放格局遥 中国制造已经成为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袁 为各
国提供了更多市场机遇尧投资机
遇尧增长机遇遥 中国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袁推动对外贸易创新
发展袁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尧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
重要贡献遥 事实充分证明袁中国
不断扩大开放袁激活了中国发展
的澎湃春潮袁也激活了世界经济
的一池春水遥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是在开

放条件下取得的袁 未来经济高
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
条件下进行遥中国扩大高水平开
放的决心不会变袁同世界分享发
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袁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尧 包容尧普
惠尧平衡尧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
不会变遥 习近平主席指出院野中
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袁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袁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袁
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联动效应冶袁这将为各国带来
更多新机遇袁 为世界经济注入
更多新动能遥 中国提出全球发
展倡议袁 推动构建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袁共创普惠平衡尧协调包

容尧合作共赢尧共同繁荣的发展
格局袁实现更加强劲尧绿色尧健康
的全球发展遥 我们坚信袁一个更
加开放的中国袁必将同世界形成
更加良性的互动袁带来更加进步
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遥

大道至简袁 实干为要遥 以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袁中国将
采取一系列务实行动遥 在推动各
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方
面袁 中国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
场袁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袁创
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袁扩大优质
产品进口袁创建野丝路电商冶合作
先行区袁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示范区袁 推动贸易创新发
展袁 推进高质量共建 野一带一
路冶遥 这正是要发挥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袁让中国市场
成为世界的市场尧 共享的市场尧
大家的市场遥 在推动各国各方共
享制度型开放机遇方面袁中国稳
步扩大规则尧规制尧管理尧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袁实施好新版叶鼓励
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曳袁 深化国家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
设曰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
略袁 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袁
发挥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
作用遥 这正是要构建互利共赢尧

多元平衡尧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
济体系袁促进共同发展袁实现互
利共赢遥 在推动各国各方共享深
化国际合作机遇方面袁中国全面
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谈
判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袁 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袁 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袁
积极推进加入叶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曳和叶数字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曳袁 扩大面向全
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袁坚
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

加快发展遥 这正是要促进合作共
赢袁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开放是发展进步的必由之

路遥 面向未来袁中国扩大高水平
开放的决心不会变袁中国开放的
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遥 立足新发展
阶段袁贯彻新发展理念 袁构建新
发展格局袁 推动高质量发展袁中
国一定能为各国合作提供更多

机遇袁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
入更多动力袁为推动全球发展贡
献更多中国智慧尧 中国方案尧中
国力量袁共同向着人类更加美好
的明天不断迈进遥

今载《人民日报》新华社北
京11月6日电

习近平同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
就中马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11月

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马达加斯
加总统拉乔利纳互致贺电，庆祝

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

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马关系

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近年来，两国

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政治互

信日益巩固，各领域交流合作卓

有成效。我高度重视中马关系发

展，愿同拉乔利纳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不断
提升中马友好合作水平，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拉乔利纳表示，建交半个世纪

以来，马中各领域友好合作深入

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真诚友好、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已

成为马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显

著特点。马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马中命运

共同体。

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
新华社上海11月6日电（记者

杨有宗 温竞华）主题为“科学向
新 共创未来”的第五届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6日在上海开幕。论坛
旨在搭建科学国际交流平台，各

国顶尖科学家共同探索科技前

沿，增进科技合作，让科技更好造

福人类。

据介绍，本届论坛紧扣基础科

学的最新动态和人类面临的共同

挑战，引领广大科技人才不断交

流科学新突破，凝聚合作新共识，

构建科学新生态，激发科创新力

量，共创未来新图景。

论坛设置“碳大会”“国际联合

实验室系列论坛”“粮食与可持续

农业发展论坛”“卓越工程师论

坛”“青年科学家论坛”“她论坛”

“科学T大会”等21场活动，来自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位顶尖科学
家以线上或线下形式出席论坛，

其中包括27位诺贝尔奖得主。
论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首届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颁奖典

礼。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得主、美国

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家迈克尔·I·
乔丹，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德

国生物化学家迪尔克·格尔利希

分别被授予奖章、证书和1000万元
人民币奖金。

据介绍，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奖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做出开拓

性工作、推动所在学科理论发展、

开辟新的重大研究领域或促进科

技转化并改善人类生活的研发人

员与技术先锋，以期支持全球科

技进步，更好地应对全人类面临

的共同挑战。

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由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主办。

白鹤滩水电站
10号机组
投产发电

这是11月5日拍摄的白鹤滩水电站（无人机照片）。
11月5日18时55分，白鹤滩水电站10号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白鹤滩水电

站投产发电的第15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标志着白鹤滩水电站进入了全面投产发电的最后冲刺阶段。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河段上，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

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共安装16台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
发电机组。 新华社 发（闫科任 摄）

7日18时45分立冬：朔风渐起，细雨生寒
新华社天津11月6日电（记者

周润健）“落水荷塘满眼枯，西风渐
作北风呼。”北京时间11月7日18时
45分将迎来立冬节气，意味着开始
进入寒冷的季节。此时节，朔风渐

起，细雨生寒，大自然去繁就简，抱

朴守拙。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

庆介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立

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九个节气，

也是冬季第一个节气，一般在公历

每年11月7日或8日，当太阳到达黄
经225度时为立冬之始，它与立春、
立夏、立秋合称“四立”。

立冬的“冬”字意通“终”，有万

物收获、储藏的意思。古籍《月令七

十二候集解》中说：“立，建始也”，

又说：“冬，终也，万物收藏也。”在

我国北方一些地区，至今民间仍有

从立冬开始存储大白菜、土豆、萝

卜、大葱等冬季当家菜的习俗。

“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

青黄。”立冬时节，日照时间将继续

缩短，正午太阳高度继续降低。我国

北方许多地区已是风干物燥，花木

枯萎，大地开始封冻，甚至有初雪飘

飘，而南方地区浓郁的秋色还在延

续，但气温下降趋势日益加快。

天气渐寒，身体自然需要存储

足够的能量以“捂暖避寒”。立冬后

人们在饮食起居上有何讲究？由国

庆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

议提示，饮食上少食寒凉之物，可

多吃些滋阴潜阳、热量较高的食

物，如糯米、栗子、牛肉、羊肉、鲫鱼

等，同时多吃新鲜果蔬以避免维生

素的缺乏。在起居上注意“养藏”，

早睡晚起，充足睡眠，以利阳气潜

藏，阴精蓄积；做好保暖，让身体

“去寒就温”健康过冬。

水鸟在闽江河口湿地觅食栖息（11月5日摄）。
闽江河口湿地处于福建福州闽江入海口区域，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

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一站，总面积2300余公顷。近年来，当地相关部
门通过开展退养还湿、恢复植被多样性等工程，不断改善湿地环境，将这
里打造成“鸟类乐园”。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探访“鸟类乐园”福建闽江河口湿地

8日天宇“上线”月全食，我国公众可赏“红月亮”
据新华社天津11月6日电（记

者 周润健）月食是最受人们关注
的天象之一。天文科普专家介绍，

11月 8日天宇将上演一次精彩的
月全食。这次月全食有两大特点：

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全

食的“红月亮”阶段；全食阶段月

球会遮掩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的

天王星。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修立鹏介绍，每年可能

发生的月全食最多只会有3次，最少
则连1次都没有。2022年全球共发生
两次月食，都是月全食。第一次发生

在5月16日，我国正值白天遗憾错

过，而这一次我国的观测条件绝佳。

天文预报显示，这次月全食始

于北京时间 11月 8日 16时 00分，此
时月球开始稍微阴暗（半影食始）；

17时 09分，月面开始有缺（初亏）；
18时16分，月球完全进入地球本影
（食既）；18时59分，月球的中心与
地球本影的中心最近（食甚）；19时
42分，月球开始重现光芒（生光）；
20时 49分，月球走出地球本影（复
圆）；21时 57分，月食现象结束（半
影食终）。全部过程历时 5小时 57
分，其中本影食（月球进入地球本

影，被全部或部分遮掩的现象）历

时3小时40分。

“就我国而言，东北地区可见

月食全过程，其他地区则可见‘带

食而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

西北大部分地区看不到初亏，但可

见初亏之后的月食过程；而新疆极

西部、西藏极西部看不到全食阶段

（即生光前的过程），只能见偏食和

最后的半影月食。”修立鹏说。

记者了解到，上一次我国可见

全过程的月全食是在2018年7月28
日，而下一次可见全过程的月全

食则要等到2025年9月8日。
这次月全食还“附赠”一个趣

味天象———月掩天王星，通俗一

点讲就是月球会“吞掉”天王星，

过一段时间后再“吐出”。

“平时虽然月球也偶尔会遮掩

天王星，但天王星亮度太低，最亮

时也才只有5.6等，会湮没在月球
的光辉中不容易分辨出来。但这

次不一样，刚好赶上全食阶段，月

球完全进入地球本影，亮度大幅

减弱，天王星会更加明显，这样的

景象恐怕很少有人见过。我国大

部分地区都能看到这次月掩星，

越往东、北条件越好。需要注意的

是，想要看到天王星的话，观测时

一定要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仅

凭肉眼是几乎无法看到的。”修立

鹏说。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
部级高级别会议通过“武汉宣言”

新华社武汉 /日内瓦11月6日
电（记者 熊琦 陈俊侠）《湿地公
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部级高

级别会议6日在湖北武汉闭幕，会
议正式通过“武汉宣言”，呼吁各

方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全球湿

地退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武汉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要

成果。宣言指出，自《湿地公约》缔结

51年来，尽管已指定2466个国际重
要湿地，认定了43个湿地城市，发起
了19项区域倡议，各方为实现湿地
持续保护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全球

自然湿地面积仍减少了35%。
宣言呼吁，推进湿地保护、修

复、管理以及合理和可持续利用

的立法和执法，并为评估和维护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做出努力；开

展湿地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

资产评估和核算；保护、修复和可

持续地管理城市和郊区的湿地，

酌情建立湿地公园或湿地教育中

心；采取湿地保护和修复措施，以

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鼓励

对泥炭地、珊瑚礁和海草床、红树

林、高原湿地、地下水系等脆弱生

态系统适当采取优先保护和管

理；加强湿地水污染防治；加强全

球湿地保护工作者之间的技术合

作和知识共享等。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谭

光明说，“武汉宣言”是一份凝聚

各方共识、展示全球意愿的重要

文件，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推进湿地保护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责任。

“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湿地保护

方面的领导力。”《湿地公约》秘书

长穆松达·蒙巴说，“武汉宣言”的

通过，展现了各缔约方对湿地保

护的高度重视和创新举措，期待

未来各方携手共进，形成更高水

平的全球合作。

（参与记者 喻珮 侯文坤 任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