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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校企合作 创新教学模式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非常

感谢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有限公

司对我校智能制造单元集成与应

用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支持和合

作。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与机
电工程学院负责人对记者说。

近日，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汽车
与机电工程学院和北京华航唯实

机器人有限公司进行了校企合作

探讨交流。双方围绕“双创”对技术
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要求，探讨了课
堂、企业、市场三方融通，理论、虚
拟、实战三阶递进的教学模式。

近年来，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汽
车与机电工程学院致力于培养具备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有限公司作为

一家知名企业， 具有领先的技术和
丰富的行业经验。双方的深度合作，
让学生对智能制造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获得的最
新行业动态和实践经验融入课程设

计，使教学内容更贴近实际。
“我们学院通过与企业密切合

作，可以了解最新的技术趋势和创
新需求，从而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和
教学方法，确保教学与实际就业需
求紧密对接，培养更多具备创新能
力和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为智能
制造行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与机电工

程学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②12

习近平致电祝贺齐塞克迪
当选连任刚果（金）总统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费利克斯·
齐塞克迪致贺电，祝贺他当选连任刚
果民主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刚果（金）是中国的
传统友好国家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近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务实合
作成果丰硕，传统友好不断深化。 我
愿同齐塞克迪总统一道，深化彼此政
治互信，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内涵，推动中刚合作实现新的更
大发展。

2023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2%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2023 年中国经济运
行数据 17 日公布 ： 国内生产总值
（GDP）126058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 比上年增长 5.2%， 增速比 2022
年加快 2.2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日在国

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23 年，我国顶
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国民经
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2023 年，按
照可比价格计算， 中国经济增量超 6
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经
济总量。 人均 GDP达 89358元，比上
年增长 5.4%。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年
下降 0.4个百分点。 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 0.2%。货物出口增长
0.6%，年末外汇储备超 3.2万亿美元。

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 初步测
算 ，2023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投入达 33278.2 亿元 ，
R&D 经费投入强度达 2.64%， 比上
年提高 0.08 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增至 54.6%； 最终消

费支 出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82.5%，比上年提高 43.1 个百分点。
“观察中国经济表现， 不仅要跟

自己纵向比， 也要跟其他国家横向
比。 ”康义说，2023 年我国经济增速
高于全球 3%左右的预计增速， 在世
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超 30%，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这份经济“成绩单”来之不易、成
之惟艰。

回顾 2023 年，世界经济低迷，外
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
升；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较多，自
然灾害频发。 围绕做好经济工作，党
中央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各地各部
门有力有效贯彻落实，推动中国经济
在攻坚克难中奋进。

展望 2024 年，康义表示，外部环
境依然复杂严峻， 国内有效需求不
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
弱、风险隐患依然较多。 要按照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困
难、解决问题，不断推动中国经济行
稳致远。

金融持续发力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记者

吴雨）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
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党的十
八大以来， 我国金融部门深化对金
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坚持把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 总量
上坚持合理充裕， 结构上强化精准
滴灌， 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
第二大保险、股票和债券市场，普惠
金融走在世界前列，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效率和水平不断提升。

近年来，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
策，促进货币信贷总量适度、节奏平

稳。 最新的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新
增贷款超 22 万亿元， 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从 2014 年末的
81.43 万亿元攀升至 2023 年末 的
235.48 万亿元， 年均增速保持在 10%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随着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

制日益完善，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不断
下降。 2023 年前 11 个月企业贷款利
率为 3.89%， 保持在有统计以来的历
史低位。

从资金投向来看，金融系统不断
强化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
展等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引导资金
更多流向民营小微、乡村振兴等薄弱

环节。
数据显示 ， 截至 2023 年 11 月

末 ，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28.9 万亿
元，近五年年均增速约 25%；全国涉
农贷款余额 56.22 万亿元 ， 同比增
长 15.1%；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
工具已累计为 140 家民营企业发行
的 2438 亿元债券提供了增信支持 。
截至 10 月末 ，“专精特新 ” 中小企
业、科技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贷
款 余 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7.7% 、
22.1%、15.7%，均明显高于同期各项
贷款增速。

与此同时，直接融资渠道也在不
断畅通。截至 2023 年末，非金融企业

境内股票余额为 11.43 万亿元，同比
增长 7.5%。 在超 5200 家 A 股上市公
司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近
2900 家，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债券市场不断发展壮大 ， 债券
托管余额从 2019 年末不足百万亿
元， 增至 2023 年 11 月末的 156.9 万
亿元。

当前，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质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记者了解
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建设规范、透
明 、开放 、有活力 、有韧性的金融市
场，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市场体系、
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的融资服务。

中国水稻技术惠及科特迪瓦民众
新华社记者 张健

清晨，在科特迪瓦南部迪沃省格
格杜垦区， 一片片稻穗随风连绵起
伏，涌起层层金黄色的浪涛。 一名非
洲小伙正熟练驾驶着中国制造的联

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十几名
非洲妇女则头顶着一捆捆稻束行走

在狭长的田埂上。
“这一批试验田水稻从 2023 年

9 月中旬开始播种， 面积大约 10 公
顷， 其中包括几个已经认证的品种
和正在认证的新品种， 这些水稻在
当地非常受欢迎。 ”中国援科特迪瓦
农业技术合作组组长郭长友告诉新

华社记者。
1997 年，格格杜垦区迎来了第一

批中国农业技术合作组。 作为中科两
国建交后的首个成套农业项目，经过
近 30 年、11 期援非农业专家的不懈
努力，如今的格格杜垦区不仅是中科

两国农业合作示范基地，更是科特迪
瓦全国闻名的水稻种植基地。

非洲小伙本杰明从小就在垦区

长大， 一直跟着农业技术合作组的
专家学习水稻种植技术。 如今，见证
了垦区 20 多年变化的他不仅可以
熟练地用中文跟专家交流， 还成为
了当地农户的技术指导员， 将学到
的插秧、灌溉、施肥和农机技术传授
给大家。

“过去， 我们自己种的水稻每公
顷产量只能达到 3 吨左右，中国的水
稻品种和种植技术让产量翻了一番，
而且稻米香甜可口，大家都很喜欢。 ”
本杰明开心地说。

援科农业技术合作组专家张兢

介绍说，目前合作组已经在科特迪瓦
认证了 4 个水稻品种， 它们在产量、
品质和口感上都较当地传统品种有

着很大提升，其中品种 C26 每公顷产
量可以达到 7 吨左右，已经在科特迪
瓦全国广泛推广。

“每年遇到重要生产节点时 ，我
们都会召集垦区的农户到试验田进

行现场培训，从育秧插秧、肥水管理、
病虫草害防治到收割晾晒，手把手地
进行指导。 很多外省的农户也会前来
学习。 ”张兢告诉记者。

2023 年，农业技术合作组在垦区
水稻农业协会的帮助下，组织当地农
户参加了 5 期现场生产培训，共计培
训 187 人；开设 1 期垦区外农户到垦
区现场培训，共培训 35 人；合作组还
赴外省现场进行为期 3 天的指导培
训，共有 35 人参加。

通过多年的培训，许多非洲学员
用学到的中国水稻技术提高了水稻

产量、增加了家庭收入，并且带动周

边村庄的农户一起种植水稻。 一批批
水稻种植者、水稻管理者、农机操作
手的出现，极大丰富和壮大了科特迪
瓦的水稻行业。

“我们就是在这边做一些实事 ，
让当地老百姓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
看到农户收获时的喜悦之情，我们就
感到十分欣慰。 ”郭长友说。

格格杜垦区水稻农业协会主席

阿兰表示， 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为
当地提供了优质高产的水稻品种和

先进的现代化农业种植技术 ， 让科
特迪瓦农民解放了双手、 吃上了放
心粮。

“未来， 希望我们可以和中国的
农业专家继续合作，引进更多优质的
稻种、农业技术和机械。 ”阿兰说。
（新华社阿比让 1 月 15 日电 参与记
者：代贺 韩旭）

美军赖着不走 中东难有太平
新华社记者 李军

近期， 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三番
五次给美军下“逐客令”，坚决要求
美军撤出伊拉克。 但美国不仅回应
“暂无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 甚至
还表示将部署更多军人。 从伊拉克
到叙利亚， 从利比亚再到如今的也
门，美国始终以自我利益为驱动，以
维护霸权为目的， 给中东带来无休
止的战乱、暴力和苦难。

从不请自来，到赖着不走，美军
蛮横霸道尽显无余。21年前，美国编
造“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
一莫须有罪名， 不顾国际社会强烈
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纠集西方
盟友悍然入侵伊拉克。 然而，所谓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无下文， 数十万
无辜生命在连年冲突中陨落。

如今， 伊拉克仍难逃美国霸凌

的“魔爪”。 日前，因美军接连袭击隶
属于伊拉克武装部队的民兵武装
“人民动员组织”人员和设施，伊拉
克议会 88 名议员签署提交一份要
求结束外国军队在伊存在的议案，
抗议美军严重侵犯伊拉克主权。 美
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被“请”来协助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而今
对主人的逐客令充耳不闻， 令国际
社会侧目。

美国嘴上挂着“民主”“自由”
“和平”，心里却只惦记一己私利，不
仅干涉地区事务、挑动冲突对抗，甚
至豪夺成瘾，毫无底线。 不只在伊拉
克，美军在叙利亚也以所谓“协助打
击极端组织”和“保护油田”为由非
法驻军。 讽刺的是，美军及其支持的
武装却在叙利亚系统地掠夺石油、

小麦和其他叙利亚人民的基本资源
和国家财富，“海盗文化” 的底色暴
露无遗。 作为曾经的粮食出口国，如
今的叙利亚在美国制裁和掠夺下饱
受粮食短缺之苦。 叙政治问题专家
穆罕默德·奥马里指出，抢掠自然资
源是美国在叙侵犯人权恶行中最丑
陋的行径之一。

美国中东政策中的霸权思维和
对抗逻辑， 与中东国家维护和平稳
定、 寻求合作发展的共同愿望背道
而驰，美国作为“动乱制造者”的真
面目已被中东民众看得越来越清
楚。 巴以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以
来，美国在巴以间拉偏架、轰炸也门
胡塞武装、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而
美军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地则遭
袭逾百次， 美国船只和美军舰只在

红海遭胡塞武装打击， 美国驻伊拉
克大使馆遭火箭弹袭击， 反美游行
席卷多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三
个月内四赴中东“灭火”，然而中东
战火却越烧越旺， 中东局势急速升
温。 埃及赫勒万大学政治学教授穆
罕默德·希米一语道破：美国在中东
的军事存在， 是该地区许多民众不
满的主要根源。

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 一个没
有美国作乱的中东， 局势才会更安
全，未来才会更美好。

（新华社巴格达 1 月 17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宣传片发布
新华社呼和浩特 1 月 17 日电

（记者 魏婧宇）17 日， 在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之

际，“十四冬”筹备委员会宣传部发布
了《相约十四冬 魅力内蒙古 》和 《大
美内蒙古 相约十四冬》 两部 “十四
冬”主宣传片和会歌《冰雪之约》的主
题 MV。

宣传片 《相约十四冬 魅力内蒙

古 》以南北朝时期民歌 《敕勒歌 》贯

穿全片 ， 通过 “踏雪行 ”“驰如飞 ”
“势如雷 ”“梦圆时 ”等篇章 ，展示冰
雪运动激烈精彩的独特魅力和各族

儿女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 宣传片
《大美内蒙古 相约十四冬 》涵盖 “奋
进之美 ” “丰收之美 ” “开放之美 ”
“生态之美 ” “和谐之美 ” “竞技之
美” 六大篇章， 用一幅幅北疆大地
的唯美画面， 多样展示内蒙古的大
美 、和美 、壮美 ，立体呈现新时代以

来北疆大地的蓬勃生机和昂扬奋进

之姿， 描绘出生态优先 、 绿色发展
的动人图景。

“十四冬”会歌《冰雪之约 》经呼
斯楞、乌兰图雅、李德戈景等 7 位青
年艺术家的深情演绎，传递出内蒙古
各族儿女对“十四冬”的美好祝愿，并
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诚挚美好的冰雪

之约。 歌手呼斯楞说，主题 MV 是在
呼伦贝尔零下 42 摄氏度的极致环境

下拍摄的，“我们是越冷越热情，希望
全国人民能感受到内蒙古儿女的热

情邀约”。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于 2

月 17 日至 2 月 27 日在内蒙古自治
区举办，这是北京冬奥会后国内首次
举办的全国冬季项目大型体育赛事，
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次承办的全国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 共设置 8 个大
项、16个分项、176个小项。

““高高原原明明珠珠””滇滇池池连连续续六六年年全全湖湖保保持持ⅣⅣ类类水水质质

������1 月 15 日拍摄的滇池景
色（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云南省昆明市采
取控源截污、精准防控、科学
补水、生态增绿等措施，推动
滇池保护治理取得积极成
效。 据昆明市滇池管理局介
绍，2023 年滇池全湖水质持
续向好，自 2018 年上升为Ⅳ
类水质后， 连续六年保持全
湖水质Ⅳ类。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浙江淳安：传统农产品走俏年货市场

������1 月 17 日，在浙江省淳安县浪川乡沃润农业基地内，主播张会在直播销售
基地的土猪肉香肠。

随着春节临近，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的特色生态农产品迎来销售旺季，各
式农特产变身“年货大礼包”热销节日市场。其中，火腿、风干肉、腊肠、咸鸡、酱
鸭等特色农产品尤其受欢迎。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新疆铁路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过 7万列

������1月 15日，在新疆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换装场内在进行班列换装作业。
1 月 16 日，满载日用百货、纺织面料、机械设备的 2037 次中欧班列从霍尔

果斯铁路口岸出境， 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 标志着新疆铁路双口岸通行中欧
（中亚）班列数量累计超过 7 万列，其中阿拉山口通行中欧（中亚）班列 36622
列，霍尔果斯通行中欧（中亚）班列 33403列。

新华社发（摆风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