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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俄罗斯客机失事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努力开辟中欧关系更加光明的下一个50年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 马卓言

许可）7月 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举行第二十五次中
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
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习近平指出，中欧建交 50年来，交流
合作成果丰硕，既成就彼此又惠及世界，其
中的重要经验和启示就是相互尊重、求同
存异、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这也是中欧关
系未来发展应该坚持的重要原则和努力方
向。今年是中欧建交 50周年和联合国成
立 80周年，中欧关系又站在一个关键历史
节点。中欧都是主张多边主义、倡导开放
合作的建设性力量，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复
杂，中欧就越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
合作。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

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欧领导人应再次展
现远见和担当，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战略抉择，牢牢把握中欧关系
发展的正确方向，努力开辟中欧关系更加
光明的下一个 50年，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
性和确定性。

习近平就中欧关系未来发展提出三点
主张。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巩固伙伴关系
定位。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主张和谐、
包容、合作、共赢。如果用西方走过的路来
衡量中国，对中国的认知就会失之偏颇。
中欧历史文化、道路制度、发展阶段的确不
同，但这种差异过去没有成为中欧建交和
关系发展的障碍，今后也不应该阻碍双方
关系发展。当前欧洲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
中国。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和地缘

政治矛盾，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多于分歧的
基本面和主基调没有变。中方始终从战略
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欧关系，将
欧洲视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一贯支
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战略自主。希望欧方
也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和制度，尊
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支持中国
发展繁荣。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
受制于第三方。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增
进理解和互信，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

二是坚持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摩
擦。历史和现实证明，相互依赖不是风险，
利益交融不是威胁，提升竞争力不能靠“筑
墙设垒”，“脱钩断链”只会孤立自己。“降依
赖”不能减合作。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应该也完全能够在发

展中实现动态平衡。中国高质量发展、高
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欧合作提供新机遇、
拓展新空间。中欧要深化绿色和数字伙伴
关系，促进相互投资合作。希望欧方保持
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克制使用限制性经
贸工具，为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兴业提供良
好营商环境。

三是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规则秩
序。面对战争与和平、竞争与合作、封闭
与开放的重大选择，多边主义、团结合作
才是正确答案。中欧要共同维护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和
国际秩序，与时俱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
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挑战，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
前行之路。（下转四版）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7月 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俄罗斯客机失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一架客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失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上半年地方国企
实现增加值3.7万亿元
地方重点任务平均完成率超90％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 王希）今年以来，各地国资委
和国有企业奋力攻坚克难，推动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上半年，地方监管企业实现增加值3.7万亿元。

7月 23日至 24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京举办地方国资委负责人
研讨班。这是记者从此次研讨班了解到的信息。

数据显示，1月至 6月，地方监管企业紧盯重点签约项目落地
形成更多实物量，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7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稳
定增长，上半年达到2655.5亿元。

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收官之年。各地国资
委创新工作方式、狠抓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不断走
深走实。截至今年6月底，地方重点任务平均完成率超过90％。

河南成功发行
政府债券276.8541亿元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省财政厅获悉，7月 23日我

省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276.8541亿元。
其中，新增一般债券25亿元，主要用于郑州和许昌两市交通、

教育等建设项目；新增专项债券133.206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
力 23.4461亿元、城乡发展 86.7119亿元、社会事业 4.848亿元、棚
户区改造 18.2亿元），主要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
安居工程、交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120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
项债券 118.6481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据了解，今年以
来，我省已发行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再融资专项债 5 批共
900.69亿元，对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缓释短期偿债
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本批次发行债券期限利率看，5年期 36.15亿元，发行利率
1.59%；7年期4.3亿元，发行利率1.68%；10年期 2.75亿元，发行利
率 1.72%；15年期 7.08亿元，发行利率 1.94%；20年期 23.4461亿
元，发行利率2.07%；30年期203.128亿元，发行利率2.08%。

2023年金秋，郑州都市圈成
功获批全国第10个都市圈，一纸
复函，意义深远。这份沉甸甸的

“国字号”名片，奏响了区域协同的
最强音。

在这个横跨郑州、洛阳、开封
等多座城市的都市圈版图中，郑

州与洛阳的同频共振尤为引人注
目——两座城市相距约 120 公
里，地缘相近如唇齿，历史同脉若
江河，产业互补像齿轮，文旅相融
似交响。

沿着郑州都市圈产业版图
西望——郑洛新材料产业带、洛

济焦高端石化产业带、洛平高端
装备产业带如彩练起舞……从
夏商时期的“畿辅相依”，到如
今郑州都市圈框架下的“协同
共进”，郑洛之间的每一次握
手，都在书写区域协调发展的
新篇章。

郑州发力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工作

推进废污水“再生”
为城市“解渴”

绿化灌溉、道路冲洗等用水将逐步替换为再生水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在水资源日益紧张的当下，如何让有

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价值，成为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市政
府近日印发《郑州市中心城区加快推进再生水利用工作行动方案
（2025—2027年）》，明确 3年内将通过四大重点任务、13项具体
措施，构建多元协同的再生水利用体系，提升水资源利用率，缓解
供需矛盾，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按照《行动方案》，我市将以年度为节点推进目标落地：2025
年年底，中心城区再生水生产能力达到 250万吨/日，再生水输配
管网长度达到 430公里，再生水智能取水栓达到 56座，再生水利
用率达到55％以上；2026年年底，中心城区再生水输配管网长度
达到 492公里，再生水智能取水栓达到 184座，再生水利用率达
到 60％以上；2027年年底，中心城区再生水输配管网长度达到
529 公里，再生水智能取水栓达到 205 座，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62％以上，启动实施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立法工作。

重点任务涵盖多个关键领域。规划引领方面，将推动《郑州
市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2021—2035年）》落地实施，强化再生水
资源统一配置，对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区域内具备条件的用水单
位，优先配置再生水。

重点工程方面，有序推进污水处理设施扩容扩建和提标改造
项目建设，提升再生水供给水平。今年，完成郑州市污水专项规
划编制工作，完成陈三桥污水处理厂二期调水工程建设，加快推
进南曹污水处理厂厂外管线和泵站建设工作。2026年，启动主
城区再生水利用提标改造一期、马头岗污水处理厂绿色低碳原位
扩容等项目建设。2027年，启动郑州高新科学城污水处理厂一
期工程建设，补齐设施空白区。同时，加快推进再生水输配管网、
再生水微管网及取用水设施建设，2027年年底，实现郑州新区污
水处理厂“再生水＋”综合智慧能源利用工程通水调试工作，新建
再生水微管网37公里，新增再生水智能取水栓至205座。

使用领域方面，严格取用水管理，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
内的绿化灌溉、道路冲洗等城市杂用水应当逐步将自来水、地下
水替换为再生水，相关责任单位做好自来水、地下水水源替换及
自备井封停工作。今年年底，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内，具备
再生水使用条件的工业企业冷却用水、洗涤用水、工艺用水等工
业生产用水的再生水使用比例不低于 15％，城市集中供热换热
站用于管网补水的再生水使用比例不低于 30％，数据中心设备
冷却水、机房加湿等非生活用水的再生水使用比例不低于30％。

产业发展方面，研究出台郑州市再生水开发利用“1＋N”保
障政策，推进再生水管理利用。逐步建立由使用者付费的市场
价格调节机制，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由再生水经营单位和用户
自主协商定价。同时，建立再生水水量水质监督检查制度，对再
生水供水单位和输配管网维护管理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公布检
查结果，并将其作为兑现服务费用、补贴费用的依据。

清晨上班途中，登封市的王
女士目睹市政设施损坏，通过手
机“随手拍”立马上传信息。

短短几分钟内，这则信息便
沿着“基层发现—一键上报—智
能分派—联动处置—结果反馈
—综合评价”的闭环流程，精准
抵达相关部门，一场高效的城市
治理行动就此展开。

这看似寻常的一幕，正是郑
州以“一键全处理”机制深化人工
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真实写照。

构建全流程闭环治理体系

基层治理的高效与否，直接
关 系 到 群 众 的 幸 福 感 和 获 得
感。为此，郑州在智能中枢建立
了统一的智慧化工作机制，实现
一键全过程在线处理，构建起了
一套完整的闭环流程。

这一流程就像一条精密的
链条，环环相扣，确保每一个问
题都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在事件处置方面，郑州遵循
“职责清晰一键办、‘三跨’事件
协同办、复杂事件指定办”的原
则，规范了事件处置流程，加强
在线监管。

对于职责明确的事项，“一键
办”让效率大幅提升；对于跨区
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三跨”事件，

“协同办”打破了部门壁垒，形成
了治理合力；对于复杂事件，“指定
办”则确保了责任到人，推动问题
妥善解决。

协同联动是提升治理效能
的关键。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
运行中心牵头建立了定期研判
和联合工作机制，对“三跨”复
杂事件实施协同处置，做到限
时办结。 (下转二版）

产业齿轮咬合 交通物畅其流 文旅文脉共鸣

从从““各各自精彩自精彩””
到到““双双双出彩双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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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部署“十五五”规划编制、外事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昕）7月 24日，市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给
田华等 8位电影艺术家的重要回信和《坚
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文章，研
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我市“十五五”
规划编制、外事等工作。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
导，围绕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

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持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精心培育创新生
态，持续加大科创投入，让创新因子在城
市中更加活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
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强化
城市自然灾害防治，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
性水平；坚持以人为本，传承城市文脉，加
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打造包容宜居的环境，厚植人文底蕴；发
挥好对外开放门户功能和空陆数海“四路
协同”优势，提升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附
和配置能力，复制推广“双枢纽”模式，不

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坚持组团式、网络
化方向，着力打造优势互补、互促共进的
现代化郑州都市圈。要引导全市广大文
艺工作者扎根生活沃土，创作更多讴歌时
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持续
为坚定文化自信注入磅礴力量。

会议听取了我市“十五五”规划基本
思路起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的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深入研究事关郑州长远
发展的创新、安全、文化、开放等重大问
题，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努力编制遵循发展规律、符合郑州实际、

人民群众认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高质量
规划。

会议研究了今年全市外事重点工作，
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以提升城
市国际化水平为抓手，不断深化制度型开
放，完善 240小时过境免签配套政策，全力
筹备办好第十八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
会等重大活动，扬优势、补短板，实现外事
工作新突破，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
要枢纽节点及便利地，有力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在郑州，听多元文明的精彩对话

聚焦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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