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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国卫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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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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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越文版）启播
新华社河内1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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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组数据见证新时代伟大成就
读懂新时代中国发展之变，数据最有说服力。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团结奋斗、锐意
进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我们通过 10 组数据，记录经济社会前进步
伐，展现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成
就，揭示中国道路成功的历史必然。

■超过120万亿元
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1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发展站在
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2013 年至 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59.3 万亿元增长到 121 万亿元，年均增长 6%以
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经济总量达 18 万亿美
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从43497元增长
到85698元。

10 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挥的“稳定器”
和“动力源”作用持续凸显。中国经济总量占世
界经济的比重从 12.3%上升到 18%以上，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

今年是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的第一
年。中国经济成功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
难，实现回升向好，前三季度 GDP 达 913027 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全年预计能
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人说，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我们有信心、更有能
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并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
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超4亿
世界上规模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10年间，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00
元增加到 36883 元，形成了超 4 亿人的世界上规
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

10 年间，中国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平均每年减贫 1000 多万人，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数量，提前 10 年实
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
标，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

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人民
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随着脱贫攻坚各项政
策落地和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88∶1降至2.45∶1。

当前，超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引领中国
消费市场实现“增量创新”。未来 15 年，中等收
入群体预计超过8亿，将进一步推动超大规模市
场不断发展。

■ 44万亿元
消费“主引擎”动力强劲

2013 年至 2022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从 23.8 万亿元增长至 44 万亿元，稳居全球第
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和全球第二
大进口市场。

中国经济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
境不确定性，着力锻造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
循环体系。近年来，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7
个年份超过100%。

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达到 83.2%，其中三季度贡献率升至 94.8%，
消费“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凸显。

激发民间投资信心，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
居等大宗消费，提高“一老一小”个税专项附加扣
除标准，实施“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坚持
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一系列举措助力增强国
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中国消费潜力较大，人口规模也较大，正处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随着经济持续恢复
向好，中国总的消费趋势将持续向好。”国家统计
局副局长盛来运说。

■ 1100万人以上
城镇新增就业连续保持稳定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着千家万户。
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显著扩大。2012年以来，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保持在1100万人以上；
截至2022年末，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1.4亿
人。今年1至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9万人。

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
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

目前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员全覆
盖，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10.6亿人、2.4亿人、3亿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连续多年上调基础上，2023
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再涨3.8%，有力增进了人

民福祉。

■ 42万亿元
外贸规模不断实现新突破

自 2017 年起连续 6 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地位、民营企业年度进出口规模所占比重首超
50%、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年均增
长 8%……10 年间，我国外贸不断实现新突破，
2022 年进出口总值超 42 万亿元。今年前 10 个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4万亿元。

从加快创新驱动、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到
优化外贸发展环境、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再到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发展数字贸易……
近年来，瞄准贸易强国目标，一系列政策措施扎
实推进，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2020 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
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2年跨境电商进
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数字贸易总规模再
创历史新高；2022年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
升至14.7%，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庄芮表示，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纵深
推进，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

■ 20.4万亿元
财政“蛋糕”日益壮大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蛋
糕”日益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保持较
快增长，全国财政收入从2013年的约12.9万亿元
增加到2022年的约20.4万亿元。今年前10个月，
全国财政收入达187494亿元，同比增长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主任何代欣表示，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稳步
推进、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做大财政“蛋糕”
的重要支撑。

财政支出方面，全国财政支出从 2013 年的
约 14 万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约 26.1 万亿元，教
育科技、基本民生、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支出有
力有为。

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
性、灵活性、针对性；连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
税收收入占我国GDP比重从2018年的17%左右
已下降至2022年的13.8%；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
度，较好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10年来，财
政宏观调控不断完善，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效。

“雄厚的财政实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复杂
变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和重要
抓手。”何代欣说。

■ 1.3万亿斤以上
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产增产

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东北局地严重
洪涝等不利因素影响，今年全国粮食再获丰收，
总产量 13908.2 亿斤，比上年增加 177.6 亿斤，连
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近年来，面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农资价格
高企等形势，我国粮食生产稳产增产、14亿多中
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为稳预期、稳物价提供了重
要支撑。

在措施上，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
基础：严格耕地用途管控，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
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在政策上，加快健全机制保障：健全种粮农
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
加快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严格省级党委和
政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粮稳天下安。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了坚实
基础，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 3万亿元
科研经费创新高 创新驱动显成效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 2012 年的 1 万亿元
增加到 2022 年的 3.09 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
1.91%提升到2.55%；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
经费比重由 4.8%提升至 6.3%；研发人员总量稳
居世界首位。

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2022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
新”经济增加值为210084亿元，相当于GDP的比
重为 17.36%，比 2015 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以

“三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已成为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
活力的重要力量。

10年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
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基础
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
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

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
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
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 58亿吨
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0 年间，中国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
撑了平均6.6%的经济增长，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
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超额完成到2020年碳排
放强度下降40%至45%的目标，累计减排二氧化
碳 58 亿吨，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和清洁发
电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积极稳定经济运行的同
时，全国上下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截至 2022 年底，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10年增长 2.8倍、达到 12.7
亿千瓦，占全部装机的49.5%；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提高7.8个百分点、达到17.5%。能源安全保障
迈上新台阶，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
的能源供应体系不断完善。

生态安全屏障继续巩固。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性治理，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10 年来，全国累计完成
造林10.2亿亩，人工林面积稳居世界第一。

■超600万公里
综合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全国综合交通网络的总里程超过 600 万公
里，其中铁路运营里程 15.5万公里，公路通车里
程 535 万公里；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 2.1 万
个，民用颁证机场达到254个……

截至2022年底的数据，我国建成“全球最大
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交通基
础设施网络。

截至今年 10 月末，5G 基站总数达 321.5 万
个；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
速应用突破；5G 由生产外围向核心控制环节延
伸……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光纤网络，建成全球
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

前所未有的“四横三纵”国家水网主骨架和
大动脉正在形成；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装机规模
最大、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特大型电网已经建
成……10 年间，在重大交通枢纽工程、水利工
程、信息基础设施、国家战略储备等方面，我国取
得了诸多世界领先成果，多个领域的基础设施水
平实现跨越式发展。（新华社记者齐中熙、魏玉
坤、申铖、陈炜伟、姜琳、潘德鑫、邹多为、叶昊鸣）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期待里程碑式访问”“热烈欢迎中国领导
人”“中越心相近”“我热爱中国文化”——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12日至
13 日应邀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连日来，从官
员、媒体到民众，越南各界用热情的字眼和语汇
表达着对习近平总书记时隔六年再度来访的高
度期待，也展现着中越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
好伙伴的深厚民意根基。

12月 9日，在越南主席府外的广场上，记者
看到大屏幕上并列展示中越两国国旗，工作人
员也在做着精心准备。

越南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阮明羽说，今年正
值越中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5 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将

是越中两国关系中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期待
此访促进双边关系再上“新高度”，双方能够达
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

阮明羽说，一年多时间内，两党两国最高领
导人实现互访，相信此访能够全面推动两国各
领域、各层级合作，促进民间交流。“越中双方将
继续打造稳固、务实和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

文庙是越南首都河内的历史文化地标。文
庙内供奉着孔子，被誉为越南历史上“第一所大
学”。在这里求一幅汉字书法作品，是不少本地
民众和外国游客钟情的活动。

在河内文庙内，一直关注着习近平总书记
来访消息的越南书法家阮明珠得知记者来自中
国，欣然写下“中越心相近”的祝福语。

“越中相近、越中友好，我们山连山、水连
水，‘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万古长青。”阮明珠说。

2017 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同访华的阮富
仲总书记品茗论道，成就两党两国领导人“文化
外交”的经典场景。茶叙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
向阮富仲总书记赠送了胡志明主席1942年手书
汉语诗作《走路》的复制品。2015 年访问越南
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引述了胡志明这首作品中
的诗句，寄语中越“登高望远、携手努力”。

中越人文交往源远流长，代代传承。文庙
内悬挂“万世师表”的殿堂前，一群河内高中生
簇拥着老师发出热情欢呼，为自己的青春岁月
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谋求战略互信新高度，构建利益融合新格
局，筑就民心相亲新基础，打造多边合作新亮点，
续写敦亲睦邻新篇章——中越两国正携手向着
这五个“新”不断迈进，两国“同志加兄弟”的特殊
情谊必将谱写新的篇章。（参与记者：孙一、胡佳
丽、郑开君、马峥、宿亮、缪晓娟、黄耀滕）

据新华社河内12月11日电

在河内感受中越友好特殊情谊
新华社记者 孙 浩 李 勍 陶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