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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付雨晴的出生医学证明不
慎 丢 失 ，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O410627349， 出生时间：2014 年 4
月 30日，声明作废。

2024 年 7 月 13 日

●宋若辰的出生医学证明不
慎 丢 失 ，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T410987810，出生时间：2019 年 10
月 21 日，声明作废。

2024 年 7 月 13 日

习近平会见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郑明达）7 月 12 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

行正式访问的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
习近平对萨尔维长期以来为推

动中瓦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表示

赞赏。 习近平指出，瓦努阿图是中国
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 好伙
伴。 中瓦建交 42 年来，两国友好历久
弥坚，在事关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始
终坚定相互支持。 中方高度重视中瓦
关系发展，愿同瓦方继续深化高水平
政治互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全天候、全方位友好合作，携手
构建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
同瓦方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分享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深化基础设施、经贸投资、应对气
候变化等领域务实合作，鼓励中国企
业赴瓦努阿图投资合作。 中方将继续
向瓦努阿图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的经济技术援助，助力瓦努阿图走
好发展繁荣之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大小国家
一律平等，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
不寻求大国竞争，不谋求地缘势力范
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逼迫别国选
边站队，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
在公平正义一边。 中国是太平洋岛国
地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和
贡献者。 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
于发展中国家。 中方从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和重视同太

平洋岛国关系，愿继续为岛国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支持岛国加快实现自主、可持
续发展目标。

萨尔维表示，瓦中建交 42 年来，
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强劲发展。 在习近
平主席卓越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伟
大成就，国家保持团结稳定，正以中
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伟业。 瓦方
深表钦佩。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
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发展
意义重大。 中国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 对瓦努阿图这样的小国一视同
仁，充分体现平等和尊重。 瓦努阿图

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
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

作的一切努力，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坚定支持中方在涉疆、涉港、
涉藏、人权、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 瓦
方希望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
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基础
设施、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 瓦方愿
同中方密切国际多边协作，推动构建
瓦中命运共同体。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瓦
努阿图共和国联合声明》， 一致同意
提质升级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
建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郑明达）7 月 12 日下午 ， 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

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所罗门群岛总

理马内莱 。
习近平指出 ， 中方视所罗门群

岛为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支持
所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
方愿同所方加强战略沟通， 坚定支
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所方发展战
略对接 ，深化农村发展 、医疗服务 、
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

化等领域合作，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
所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 中方始终坚持独
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主张各国无
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中国
同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开展友

好合作， 是真心诚意帮助岛国实现
发展 ，是在 “南南合作 ”框架内的互
帮互助 ，属于 “全球南方 ”共同发展
的范畴， 不针对第三方， 不谋取任
何私利。 中方愿继续为所罗门群岛
实现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加
强在联合国、 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
边机构中协调配合， 维护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
马内莱表示 ， 我此次访华之旅

始于福建， 深切领略到中国发展取
得的巨大成就， 并感受到所中合作
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中国为发
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中方倡导全
人类共同价值 ， 坚持多边主义 ，不
搞 “小圈子 ”，不搞地缘政治 ，不要
求别国选边站队， 主张国际社会加
强团结合作。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 、 全球安全倡议 、
全球文明倡议， 有利于促进世界的
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 对于所罗门
群岛这样的小国尤其具有重要意

义。 得益于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
所罗门群岛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取得显著进展。 所方坚定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 ，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 ”，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
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 所方希
望进一步深化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构建所中命运共同体。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所罗门群岛联合声明 》， 一致同意
深化中所新时代相互尊重、 共同发
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构建新时
代中所命运共同体。

王毅参加会见。

河南开封首次发现北宋东京城内城城门
新华社郑州 7 月 12 日电 （记者

桂娟 袁月明）一门三道、墩台包砖、
规模宏大……记者 12 日从开封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获悉， 北宋东京城景
龙门遗址考古取得重要进展。 这是
目前考古发现北宋时期规模最大 、
规格最高的都城城门遗址。

“景龙门是北宋东京城内城北墙
三个城门中位于中间的一座， 又名
酸枣门。 据文献记载，景龙门于北宋
崇宁年间由李诫主持重修， 城门夯
筑、砖墙砌造等工艺与《营造法式》相
符， 可视为北宋晚期官式建筑的典
范。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王三营说。

据介绍，2023年 11 月至 2024 年
6 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工
作人员对景龙门遗址进行了系统性

发掘。
考古发掘显示， 景龙门为一门

三道式布局，城门主体由墩台、隔墙
及门道构成。 城门通阔约 60 米，门
道进深约 19.3 米，城门及墩台包砖，

逐层错缝露龈内收， 三门道宽度相
同，均约 5.6 米。 “整体规模大于此前
发现的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 ”王
三营说。

“景龙门是北宋晚期东京城皇
城附近一座十分重要的礼制建筑。 ”
王三营表示，其位置的确定，对于北
宋东京城复原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考古人员还在附近区域发现了

从唐代到明代的不同时期五重城墙

相互叠压的遗迹现象， 真实呈现了
开封先后作为州城、都城、府城的历
史演变过程，刷新了对开封“城摞城”
的认知。

当前 ，河南进入主汛期 ，开封
地区频繁出现暴雨天气 ， 景龙门
遗址 发 掘 现 场 已 进 行 保 护 性 回

填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
书记刘海旺表示 ，下一步 ，当地将
继续围绕这一重大发现组织专家

研讨 、制定科学方案 ，做好保护展
示利用工作 。

盯住老问题警惕新风险，守好孩子暑期安全
□新华社记者 陈露缘 李欢

暑期已至， 经过一学期紧张学
习的孩子们开始享受快乐假期。 但
暑期 “快乐放松时光 ”往往是 “意外
高发时段”。家庭、学校、社会要多方
紧密联手，为孩子们织好安全网，绑
牢“安全带”。

暑期是青少年安全事故高发

季，火灾、交通事故、溺水、触电等意
外事故， 频频威胁着孩子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除了这些老问题，还
有一些新风险。

孩子在社交领域面临新的安全

风险。 通过交友软件结交网友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与志同道合的
“驴友”一起探秘小众“野景区”、参加
一场刺激的主题聚会……对涉世不
深的青少年充满诱惑， 也可能使孩
子在这些活动中遭受侵害， 必须高
度警惕，清晰判断，有效应对。

火热的“研学风”也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有的机构出行前未进行安全
提示、未购买保险，出现问题难以认
定责任。 有的带队老师数量未达配
比，学生中暑生病、跌倒摔伤、推搡打
闹时监护不到位。更有旅行社未经培
训聘请社会兼职人员作为助教老师

或带队老师……种种“小失误”，往往
会成为孩子与家庭的“大风险”。

如何减少暑期安全事故发生 、
帮助孩子“避坑”？ 家庭、学校、社会
要多渠道、多方位讲好“避险故事”，

让孩子能意识到风险，帮他们形成底
线思维；政府部门和网络平台、研学
机构等要把孩子的暑期安全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承担起主体责任，把
好审核关、组织关，将安全风险降到
最低，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收获快乐安
全的暑假。

（新华社南宁 7 月 12 日电）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规模首超 21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邹多为） 海关总署 12 日发布数据显
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1.17 万亿元，历
史同期首次超过 21 万亿元； 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 6.1%，其中，二季度增
长 7.4%，较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分别
提高 2.5 个和 5.7 个百分点， 外贸向
好势头进一步巩固。

出口额、进口额分开来看 ，上半
年，我国出口 12.13 万亿元，同比增速
继续回升至 6.9%，进口 9.0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2%，增速较前 5 个月小幅

回落 1.2 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 机电产品竞争优势明

显。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
长 8.2%，占出口比重的近六成，其中集
成电路、汽车、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
零部件是我国出口产品“大头”，同比
分别增长 25.6%、22.2%、10.3%。

贸易方式方面 ，上半年 ，产业链
更长、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一般贸易进
出口 13.76万亿元，同比增长 5.2%，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 65%；加工贸易和以
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1%和 16.6%。

贸易主体方面 ，上半年 ，民营企
业进出口 11.64 万亿元 ， 同比增长
11.2%，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5%，比去
年同期提升 2.5 个百分点， 继续保持
我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位置。

贸易伙伴方面 ，上半年 ，东盟为
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与东盟贸
易总值为 3.36 万亿元 ， 同比增长
10.5%；我国与第二 、第三 、第四大贸
易伙伴欧盟、美国、韩国分别进出口
2.72 万亿元 、2.29 万亿元 、1.13 万亿
元，增速分别为同比下降 0.7%、增长
2.9%、增长 7.6%。

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合作空间稳步拓展， 合计进出口
10.0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总体来看，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
易依旧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尤其
出口端，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

究员陈红娜说，展望下半年，受主要
贸易伙伴经济走势不明朗、订单转移
等因素影响， 我国外贸仍然承压，但
随着一系列政策组合持续发力显效、
新业态新动能加快培育，外贸实现全
年“质升量稳”目标基础坚实。

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总产量达 2996亿斤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潘洁） 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数据显
示 ，2024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978
万吨（2996 亿斤），比上年增加 362.7
万吨（72.5 亿斤），增长 2.5%。 其中小
麦产量 13822 万吨 （2764 亿斤），比
上年增加 365.8 万吨（73.2 亿斤），增
长 2.7%。 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分地区看，25 个夏粮产区中 21
个产量有所增加， 特别是河南上年
因灾减产 263.0 万吨（52.6 亿斤），今
年恢复性增产 235.6 万吨 （47.1 亿
斤），占全国增量的 65.0%。 山东、江
苏、安徽、河北等夏粮主产区分别增
产 42.4 万吨 （8.5 亿斤 ）、23.3 万吨
（4.7 亿斤 ）、18.5 万吨 （3.7 亿斤 ）和
14.4 万吨（2.9亿斤）。

夏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 ，2024
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613 千公顷
（39920 万亩）， 比上年增加 4.5 千公
顷 （6.8 万亩）； 夏粮单产有所增加，

2024 年全 国 夏 粮 单 位 面 积 产 量
5628.0 公斤/公顷 （375.2 公斤/亩），
比上年增加 135.4 公斤/公顷（9.0 公
斤/亩），增长 2.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

分析，气象条件总体有利、生产条件
持续改善、单产提升工程初见成效，
是夏粮单产增加的主要原因。 各地
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大力发
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积极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 细化小麦单产提升各
项关键要素， 积极推广小麦高产稳
产、抗倒抗病品种，落实深翻整地、适
深精播等措施， 多措并举提高单产
水平。

“2024 年我国夏粮获得丰收，为
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扎实基

础， 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实支撑。 ”王贵荣说。

������7 月 11 日 ， 复旦
大学的志愿者带领孩

子们做浮力实验。
近日 ，13 名复旦

大学志愿者来到安徽

省阜阳市颍上县鲁口

镇中心学校，开展为期
10 天的暑期支教活
动，为当地孩子们开展
科学实验、 非遗手工、
体育 、急救常识 、法学
科普等拓展课程和互

动游戏，丰富他们的暑
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暑暑期期支支教教到到乡乡村村

7 月 12 日，在广西柳州市鹿寨县鹿寨镇角塘村，村民采摘葡萄。
夏日，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生产，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新华社发（黎寒池 摄）

�������7 月 12 日，入境中欧班列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绥芬河
站集装箱换装场进行换装（无人机照片）。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 7 月 12 日，今年
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 3076 列、
运送货物 321768 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4.5%、2.4%，创历史同期新高。

新华社发（曲艺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