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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12日在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
业家座谈会强调，宏观政策要把握好区间调控，坚持就
业优先，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长期向好。
韩正出席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
业态新模式的意见》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3 日电 国务

委员、国家防总总指挥王勇 13 日主持召

开国家防总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

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加强

组织领导，毫不松懈抓实抓细防汛救灾

责任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王勇指出，近期多地遭遇持续强降

雨，江河湖库水位普涨，防汛抗洪进入

“七下八上”关键期，必须始终保持高度

警 惕 ，进 一 步 强 化 监 测 预 警 和 会 商 研

判，严密防范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

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严防发生人员

伤亡。

国家防总召开全体会议强调

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
全力确保主汛期安全度汛

新华社贵阳 7月 13日电 （记者

潘德鑫）以“低碳转型 绿色发展——共

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

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于 13日

闭幕。论坛期间，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代表，就低碳发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全球性、行业

性话题进行了探讨，取得多项成果。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

新胜介绍，受邀参会的各国政要、前政

要、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分

别发表视频致辞，表示愿与中方一起，

全球携手、全力合作，推动全球绿色转

型，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向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

论坛最后形成了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

理；加大石漠化和荒漠化地区的治理

与生态修复力度，让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坚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树立生态治理的大局观、全局

观，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形

成系统性的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多边

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项共识。

除主题论坛外，本届论坛还举行

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绿色产品展

销以及绿色产业项目推介会和项目集

中签约。在闭幕式上，有 10 个绿色产

业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

约 550 亿元。

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取得多项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3日电 （记者

谢希瑶）海关总署 13 日发布数据，今年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8.07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27.1%，

连续 13 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外贸稳增

长态势进一步巩固。

从贸易伙伴来看，上半年，我国对前

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

口 2.66 万亿、2.52 万亿、2.21 万亿元，分

别增长 27.8%、26.7%、34.6%；对日本进出

口 1.18 万亿元，增长 14.5%。同期，我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 贸易伙

伴进出口分别增长 27.5%、22.7%。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3日电 （记者

王希）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扎实推动改

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主要经营指标大幅提升，实现营业收入

17.1 万亿元、利润总额 1.31 万亿元、净利

润 1.02 万 亿 元 ，两 年 平 均 增 速 分 别 达

8.7%、17.9%、20.6%。这是记者 13 日从

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的信息。

上图：7 月 13 日，在江苏连云港港

集装箱码头，一艘装载集装箱的船舶

离港。 新华社发

我国上半年进出口总值18.07万亿元 同比增长27.1%
央企交出亮眼“期中成绩单”主要经营指标大幅提升

世界屋脊上，一位 80 多岁高龄的老

人带领医学团队，常年跋涉在离蓝天、白

云最近的天路。50 多年来，他推动我国

高原医学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漫长艰

辛的奋斗历程，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他的名字，深深烙在青藏高原

各族群众心中。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高原

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

医学专家。今年 6 月 29 日，他站上人民

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奖台，戴上了代表党

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高原的守望者

【一个愿望】

20 世纪 30 年代，吴天一出生在新疆

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他 9

岁随父母去南京读书。1950 年 10 月，中

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

正式打响。在南京，吴天一顺利通过征兵

体检，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别看我个子小，但体质好。我当时

只有一个愿望，参军报国。”吴天一说。由

于文化功底良好，一入伍他便被分配至中

国医科大学培养。6 年的理论培训结束

后，抗美援朝已经签订停战协议。“但当时

部队还没撤回，我就强烈要求去前线。”

1957 年，吴天一与夫人一起，换上

志愿军的服装，来到位于平壤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 512 医院。在那里，因为防

治疫情得力，他获得第一个三等功。

1958 年随部队回撤到青海后，为响

应当时“大练兵”号召，吴天一被分配至某

骑兵连。“我要当一名普通兵。”吴天一说，

在骑兵连他获得了“五好战士”荣誉，为他

之后常年在高原“骑马问诊”打下了基础。

【一个决定】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大批青年怀着梦

想，来到青海建设高原。意想不到的是，

许多初到青海的内地建设者很快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心慌、胸闷、头痛欲

裂……由于缺乏高原病基本知识，很多高

原病被当作普通肺炎、肺充血症治疗，许

多建设者相继病倒甚至献出了生命。

吴天一说，当时高原病在我国医学

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国内对它认识不清，

国际高原医学领域只有外国人说话。“我

要攻克高原病”，这一决定让他接下来一

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

“青藏高原缺氧、低压的恶劣环境，

阻碍了人们开发高原的步伐，也威胁着

这里居民和官兵的健康和安全，必须找

出高原病的致病原因并不断研究下去。”

吴天一开始用所学的医学知识保障高原

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马背上的好门巴”

【一个标准】

1978 年，吴天一与同事共同创建了

全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为尽快全

面 掌 握 各 种 急 慢 性 高 原 病 ，1979 年 至

1992 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 10 余年、覆

盖 10 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每到一个

地方，我都问哪里海拔最高？”吴天一说，

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

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

分布和患病因素。

“到牧区下乡，帐房一支，仪器一架，

发动机一响，牧民们以为是电影放映队

来了。”吴天一克服头痛、胸闷、失眠、腹

泻和呕吐等高原反应，骑着马，赶着驮满

仪器的牦牛，深入牧区的帐篷做高原病

普查。饿了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

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零下三十

多摄氏度的帐篷里，深夜点着酥油灯整

理数据资料……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低

氧适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精通汉

语、塔吉克语、英语、俄语的吴天一，又学

会了藏语。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他走遍

了青藏高原大部分高海拔地区，诊治过

数万名牧民群众，整理了大量的临床资

料，藏族牧民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

门巴（医生）”。

吴天一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

急、慢性高原病，从流行病学、病理生理

学和临床医学方面做了系统研究。他提

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

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

海标准”，于 2005 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

为高原病的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条铁路】

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

是一个严峻考验，这是建设高原铁路的

一大世界性难题，也对高原医学提出了

新挑战。

青藏铁路建设 5年中，作为原铁道部

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吴天一带头制定

出一系列劳动保护和高原病防治措施，

建立了全面科学的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

方案，将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写入科

普手册，送到每个筑路工人手中。

“青藏铁路沿线 80%的地方海拔都

在 4500 米以上。在这里吸进来的氧气

只有海平面地区吸氧量的一半。”吴天

一说。

他亲自带领科研医疗队上山指导工

作，研究开发以藏药为主的红景天等致

适应剂，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施，使急

性高原病发病率由青藏公路建设初期的

9.8%降至 1%以下。

吴天一的研究不但保障了青藏铁路

的顺利建设，而且创造了 14万劳动大军在

海拔 4000米以上地区工作 4年、无一例因

急性高原病死亡的世界医学奇迹。

生命的保护神

【一场地震】

“我既是医生又是党员，还是最懂高

原 病 的 人 ，我 必 须 去 ！”2010 年 4 月 14

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 7.1 级地

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彻夜未眠，主动请

缨，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连夜带领医

疗队奔赴灾区。

到达灾区后，他日夜奋战在救灾一

线。白天，往返奔波于各大救援点，指导

并参与高原肺水肿病人的抢救；夜间，辗

转各医疗队讲解高原病防治救援知识，

尽全力拯救群众生命、保障人民健康。

他还发挥懂藏语的优势，为受灾群众讲

解知识、疏导心理。

“这是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的地震，我

们要以共产党人的精神战胜高原地震灾

害。”吴天一说。震后，他主持召开了多

个会议，进一步总结玉树地震救援经验，

并面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国抢救急性高

原病的成功经验。

【一生追求】

全身 14 处骨折，双眼白内障，耳朵

鼓膜被击穿……吴天一身体饱受病痛折

磨，但他仍深深迷恋着这片土地，扎根高

原从医 50 多年，默默守护着青藏高原的

万千生命。

吴天一在下乡途中曾经历过多次车

祸。最严重的一次他多处肋骨骨折、髌

骨粉碎性骨折、胫腓骨骨折。至今，他腿

部还有一根十几厘米长的钢板。

高原长期的紫外线辐射让吴天一的

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术后，他没有

休息片刻，立即投入到实验中。左眼工

作，右眼就戴着眼罩休息；累了，再把眼

罩换到左眼上……

在进行高低压实验氧舱模拟实验

中，吴天一主动承担第一次实验的风险，

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舱体。由于缺乏经

验，舱内气压迅速下降，他的鼓膜被击

穿，听力严重受损，但他摸清了舱体运转

的安全系数。

吴天一在卫生健康领域奋战一辈

子，获得无数荣誉。“青藏高原是我科学

研究的根，是我生命的根，高原医学研究

是我一生的追求。‘七一勋章’是党内最

高荣誉，是荣誉也是考验。未来我要带

好团队培养好接班人，为保障高原人民

和官兵的健康作出更大贡献。”他说。

（新华社西宁 7月 13日电 记者央

秀达珍、卢东方）

本栏图片新华社发

“马背院士”吴天一—

把根扎在青藏高原

7 月 13 日，工

人在海南昌江“玲

龙一号”施工现场

工作。当天，全球

首个陆上商用模块

化小堆“玲龙一号”

在海南昌江核电基

地正式开工。“玲龙

一号”是中国核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并具有自主

知 识 产 权 的 多 功

能 模 块 化 小 型 压

水 堆 堆 型 ，是 继

“ 华 龙 一 号 ”后 的

又一自主创新重大

成果。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 7月 13 日电 记者李建

文报道：全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理论研讨会 13 日在北京举行。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中 央 军 委 副 主 席

张又侠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 央 军 委 委 员 、军 委 政 治 工 作 部

主任苗华主持会议。

张又侠指出，学习贯彻习主席“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讲话精

神作为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按照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要求，深研深悟一

以贯之的鲜明主题、百年奋斗的精神之

源、人民立场的理论创造、开新图强的行

动纲领、管党治党的根本要求，加强研究

宣传阐释，切实吃透精髓要义，推出一批

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断把理论

武装引向深入。

张又侠强调，要紧扣强军打赢深化对

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研究，

围绕党指挥枪如何固牢扎深、备战打仗如

何向强制强、跨越发展如何提质增效、红

色血脉如何赓续传承等重大问题，加强理

论攻关，寻求破解之策，为加快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提供坚实理论支撑。要在推动

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成果转

化落地上狠下功夫，大力改进学风，深化

阐释普及，狠抓能力提升，扭住实践落点，

真正把讲话精神学懂弄通做实，引领广大

官兵以昂扬风貌奋进强军新征程。

全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举行
张又侠出席并讲话 苗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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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增强战略互信。中方支持

土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走

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土方加

强反恐、安全等领域合作。双方应推进

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土方“中间

走廊”计划，探讨优化双边贸易结构的新

思路新举措，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推动两

国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愿同土

方深入开展疫苗合作，助力土方早日战

胜疫情。双方应该共同反对溯源政治

化、病毒标签化，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

埃尔多安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他表示，今年也是土中建

交 50 周 年 ，对 土 中 两 国 具 有 特 殊 意

义 。 土 方 重 视 发 展 对 华 关 系 ，愿 同 中

方 密 切 往 来 ，面 向 未 来 ，积 极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扩 大 经 贸 、基 础 设 施 等 领 域

务 实 合 作 ，欢 迎 中 方 企 业 赴 土 投 资 合

作。感谢中方为土方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 提 供 宝 贵 支 持 。 中 国 疫 苗 的 安 全

性、有效性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信任，

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疫苗合作。土方

过 去 、现 在 和 将 来 都 坚 定 奉 行 一 个 中

国 政 策 ，支 持 中 国 维 护 独 立 、主 权 、领

土完整，打击恐怖主义，不允许任何人

利用土耳其领土从事危害中国主权的

分裂活动。

（上接第一版）以明年两国建交 30 周年

为契机，积极推进中乌关系，助力两国更

好实现各自发展目标。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反复，国际社会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打

好这场人类同病毒的艰巨斗争。中方愿

同乌方继续加强疫苗、中医药领域等合

作，助力乌方战胜疫情。双方要以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基础设

施、中欧班列等项目合作，加强农产品合

作，扩大人文交流合作。

泽 连 斯 基 表 示 ，中 方 刚 刚 隆 重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百 年 华 诞 ，乌 方 对 此 表

示 祝 贺 ，并 祝 愿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中 国

人 民 取 得 更 多 伟 大 成 就 。 面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袭 击 ，中 方 为 乌 方 及 时 提 供

了 宝 贵 帮 助 ，为 乌 方 抗 击 疫 情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希 望 双 方 加 强 疫 苗 、医 药

等 领 域 合 作 。 乌 方 高 度 重 视 并 致 力

于 发 展 更 加 紧 密 的 乌 中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 乌 方 坚 定 奉 行 一 个 中 国 政 策 ，愿

以 两 国 建 立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10 周 年 和

建 交 30 周 年 为 契 机 ，同 中 方 推 进 各 领

域交流合作。

（上接第一版）推动巴中关系和拉中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感谢中方为巴方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帮助，巴方反对将

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赞赏中方为推动

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公平分配作出积极贡

献，希望同中方加强疫苗合作。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立

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

正茂！”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

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

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征途漫漫，惟

有奋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 围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懈奋斗，永远奋

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7月 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