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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要 闻

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 (记者谭晶
晶、崔文毅、伍岳)4 月 27 日至 28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湖北省武
汉市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在轻松
友好的气氛中长时间沟通，坦诚交流，就
中印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全面
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此间专家认为，此次会晤掀开了中印
关系新的篇章，有助于引领两国关系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
发展，加强双方在多边舞台的协调沟通，
推动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增进战略互信

开创中印高层交往新模式

两天时间、六场活动，两位领导人通
过参观精品文物展、散步交流、一对一会
谈等形式，就国际格局和中印关系中的全
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

据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介绍，会晤
中，双方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开诚布
公、推心置腹的交流，谈话时长和深度超
过以往，进一步加深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
友谊和信任，创造了中印高层交往的新模
式，是高层交往的升级版。

孔铉佑说，双方没有回避分歧，但也
没有进行唇枪舌剑的谈判，而是本着坦诚
的态度进行了深入沟通，从宏观上就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确定了基调。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关系要稳定、要
发展，基础是互信。要从战略上把握中印关
系，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各
界和两国人民加深相互理解、培育友好感

情。
两国领导人同意，中印要不断增进互

信，发扬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优
良传统，走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两个伟
大邻邦友好合作的大道。

“高层引领是增进两国互信、推动中
印关系向前发展的战略驱动力。两国领导
人同意，要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在尊重
彼此关切和愿望的基础上，以成熟和智慧
的方式、通过和平协商处理分歧问题。这
为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指明了方
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
所所长胡仕胜说。

自 2014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
理已有十余次会面。“两国领导人会晤的
频度、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印关系发
展史上实属罕见。这体现了两国高层对推
动中印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强烈愿
望。”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
任钱峰说。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全方位合作

当前，中印都处于发展的重要节
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
代，印度也提出了建设“新印度”目
标。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中印两国面
临着相似的任务，也有加强双边合作的
共同愿景。

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同意，中印要推
进全方位合作，包括加强政治、安全等领
域对话，充分挖掘经贸、投资合作潜力，
大力促进人员往来等。

专家表示，中印两国有超过 26 亿人口

的大市场，经贸合作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
势，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信息
技术、互联网、文化旅游、医疗健康等众
多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印方也正在绘制 2022 年‘新印度’蓝图、
十五年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和行动
计划。两国在发展战略上有很多契合的地
方，完全有理由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
关系。”钱峰说。

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同意建立某种
形式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大力促进人
员往来，形成中印文化交流新高潮。

专家认为，双方同意建立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是此次会晤的一大亮点。“人
文交流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
友谊，减少相互猜疑，夯实民意基础。”
钱峰说。

中印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数千年，谱写
了一段又一段动人故事，树立了世界跨文
化对话的楷模。在武汉，两位领导人共同
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就加强两
个文明古国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和谐
共处和对话交换意见。

“两国领导人为未来中印加强全方位
合作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新目标，将引领
中印合作开创新局面。”胡仕胜说。

加强多边舞台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10 亿以上人口级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
印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是促
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一个良好的中印关系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
要积极因素，对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意
义重大。

会晤中，中印领导人同意，两国要推
动更积极的国际和区域合作，包括共同应
对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恐
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带动地区经济发
展，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多边
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等。

“在国际舞台的合作是中印关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两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
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国际事务中许多
理念相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蓝建学说。

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坚持战略自
主，坚持不冲突不对抗，坚持推动建设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
关系。这同中印两国上世纪 50 年代共同倡
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

“从上海合作组织到金砖国家，从二
十国集团到东亚峰会，中印两国在多边场
合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开展务实合作，维
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朝更民主和合理的方向发展。”胡
仕胜说。

专家认为，作为两个亚洲大国，中印
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随着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推进，两国
在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建设方
面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这次会晤中，中印发出进一步加强
国际和区域合作的响亮声音，对于推动世
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共同打
造稳定、发展、繁荣的 21世纪亚洲有着重
要意义。”钱峰说。

掀开中印关系新篇章
中印领导人武汉非正式会晤解读

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记者姜潇)纪
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70周年座谈
会 28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刻认识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
重要历史意义，认真总结 70 年来多党合作
的重要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
发展好、完善好。

汪洋指出， 70 年前，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标志着各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
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
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70 年后，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
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
业开启了新的篇章。

汪洋强调，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与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勠力同心、团
结奋斗，共同走过了不平凡的光辉历
程，多党合作事业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
大成就。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多党合作思想政治基础更加巩固，制
度框架更加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
度的影响更加广泛深远。实践证明，我国
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
派、中国智慧，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
贡献。

汪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毫
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牢牢把握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不断巩固共同
思想政治基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参政党自身建设，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水平。要

讲好中国多党合作故事，展示我国新型
政党制度的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时代
特色。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统战部部长尤权主持。民革中央主席万鄂
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
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
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
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
辉、无党派人士代表包信和在会上发言。
陈晓光、巴特尔、郑建邦、辜胜阻、刘新
成、何维、邵鸿等出席会议。

当天下午，汪洋参观了全国政协组织
的《大道同行——— 从“五一口号”到协商
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

新华社武汉 4 月 28 日电 2018
年 4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中国湖北省
武汉市举行非正式会晤。两位领导人
在友好气氛中，就国际格局和双边关
系中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以
及各自国家发展愿景和内外政策深入
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认为，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
演变，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
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
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中国和印度
都是文明古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10 亿以上人口级别的新兴经济体和
具有战略自主性的重要国家。两国保
持和平、稳定和平衡的关系，是世界稳
定的重要积极因素。两国要共同致力
促进大国关系稳定和均衡发展，打造
稳定、发展、繁荣的 21世纪亚洲，促进
东方文明复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

双方认为，中印是邻居、是朋友、
是伙伴。中印各自的发展壮大是历史
必然，大势所趋，对对方是重要机遇。
中印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政
策。双方同意，中印要不断增进互信，
发扬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优
良传统，走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两
个伟大邻邦友好合作的大道。

双方同意，中印要推进全方位合
作，以平等互利和可持续的方式构建
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支持各自
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两国领导人引领
下，加强政治、安全等领域对话，及时
就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充分沟通，增
进理解，扩大共识，把握中印关系发展
的正确方向。充分挖掘经贸、投资合作
潜力，推出新的合作目标，调动积极因
素，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依
托中印两大东方文明的深厚底蕴，利
用两国 26 亿人口的雄厚资源，释放两
大新兴经济体的蓬勃活力，大力促进
人员往来，形成中印文化交流新高潮。
为此，双方同意建立某种形式的高级
别人文交流机制。

双方同意，中印要妥善处理和管
控分歧，在尊重彼此关切和愿望的基
础上，以成熟和智慧的方式、通过和平
协商处理分歧问题。要通过两国边界
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寻求公平合
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两国军队将加
强信任措施建设和边防交往合作，保持边境地区和平与安
宁。

双方同意，中印要推动更积极的国际和区域合作。共同
应对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
挑战，提供创新性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发挥中印两个亚洲
大国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驱动力，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共同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推进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双方同意，将指示两国相关部门就落实上述共识进行
研究，提出具体的规划和实施步骤，以此次非正式会晤为契
机，打开中印关系新局面。

双方同意，两国领导人将以不同形式继续保持战略沟
通。

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70 周年座谈会举行
汪洋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记者樊曦、齐
中熙)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激荡起
强国梦想。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中央宣
传部、全国总工会发布了林鸣等一批“最美职
工”的先进事迹。“劳动”标注着他们的成长轨
迹，“奋斗”是他们最好的人生注脚。

“人生就是奔跑”

作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总工程
师，7 年间，林鸣在建造港珠澳大桥过程中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实现了中国建设从
“跟跑”到“领跑”的蜕变。

他说：“不能说超级工程就用超级态度，
一般工程就用一般态度。人生只有一个标准，
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不断奔跑，把每件事做
好。”

港珠澳大桥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具
挑战性的工程”，仅岛桥隧集群工程就长达近
35 . 6 公里。其中 6 . 7 公里的深埋沉管是我国
建设的第一条外海沉管隧道，也是世界上唯
一的深埋沉管隧道。

“修建港珠澳大桥，我们遇到了无数问
题，但是没有一个问题是绕过去的，都是闯过
去的。”林鸣说。

7 年间，林鸣和他的团队经受了无数没
有先例的考验，交出了出乎国内外专家预料
的答卷：

——— 采用世界首创的“快速成岛法”，将
直径为 22 米、截面面积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
巨型钢圆筒直接插入并固定在海床上，再填
砂形成人工岛。仅仅 7 个月，伶仃洋上多了两
个 10 万平方米的人工岛。

——— 创造性地提出了“复合地基”方案。
沉管隧道地基的沉降都控制在 5 厘米以内，
为全球最好水平。

——— 自主研发出成套沉管隧道浮运和安
装技术。对隧道基槽开挖提出了 0 米-0 . 5 米

的误差控制范围，堪称‘海底绣花’。

“一心谋一事，才能成大器”

23 年间，徐工集团高级工程师孙丽为了
一个梦想矢志不渝：让中国的起重机登上世
界之巅。

2013 年之前，2000 吨以上的大型履带
起重机全部依赖进口，价格、售后服务等都要
受制于国外，还影响工程进度。做出中国自己
的“超级起重机”，是孙丽和成千上万业内人
士的梦想。

4000 吨履带起重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的履带起重机，也是国家“863”项目重要课
题之一，孙丽凭着多年的研发经验，毅然扛起
了重任。

2013 年，在孙丽和团队的刻苦钻研下，
4000 吨级履带起重机在山东烟台成功完成
“首秀”，实现了我国在超大吨位履带式起重
机研发制造领域的新突破。该设备创造性地

采用模块化、集成化设计技术，其中组合臂
架、同步控制、超起配重动态平衡等多项技术
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截至目前，这台“超级起重机”已辗转大江
南北，成功实现 1500 吨以上吊装近 30 次，总
吊装重量达 4万余吨，还创造了世界单台流动
式起重机一次起吊 2300 吨的工程应用纪录。
孙丽主持的“面向大型工程施工的流动式成套
吊装设备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被授予国家科
学技术二等奖，奏响中国装备制造最强音。

“世界第一吊”的成功问世，使我国吊装
设备技术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提升了中国
制造的国际形象，也推动了大型工程的建设
速度和水平。

破解“死亡密码”

法医鉴定，既神秘又让许多人敬而远之。
业内常说，没有超强的心理素质和超严的工
作态度，做不了法医。

在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杨发英就是一
位视法医为“梦想职业”的人。10 多年的工作
中，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酷暑严寒，哪里有疑
案，她就去哪里。

2005 年 7 月，铜梁区二坪镇发生一起故
意杀人案件，杨发英步行 10 余里山路赶赴现
场。面对表皮已经发绿、散发恶臭的尸体，杨
发英仔细检验，为破案提供了重要依据。

“有谁不怕臭不怕脏的？但我是法医，这
里就是我的战场。”杨发英说。

2013 年 2 月，为了找寻一处悬崖下散落
的尸骨，她带领技术民警在近 90 度的崖壁上
攀爬搜索。尸骨找到后，她又马不停蹄赶回实
验室检验鉴定，最终确定了尸体的来源、死亡
性质、死亡原因等关键因素，让一起杀人抛尸
命案成功告破。

就这样，杨发英破译了一个又一个“死亡
密码”。在她看来，“为死者言，为生者权”是人
民法医的职责，更是人民法医的光荣。

本组图片摄影：新华社记者才扬

新 时 代 ，奋 斗 者 最 美
走近全国“最美职工”

孙丽林鸣 杨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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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记者王宾、叶昊鸣)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 28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5
月 1 日起我国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
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
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

此外，将对已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施政府集中谈价和
采购，对未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行医保准入谈判，切实降低
百姓抗癌药品费用负担。

近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双升”态势，癌
症患者用药可选择性不高、费用负担偏重使保障群众健康
面临挑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司负责人于竞进在发布会上
介绍说，2016 年以来，有关部门针对部分专利、独家药品分
别组织开展了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和国家医保目录谈
判。截至今年 4 月 18 日，两批谈判的 17种抗癌药品因降价
节约资金 41 . 7 亿元，加上纳入医保目录后报销的部分，共
为患者减轻药费负担 62 . 4 亿元。

“为形成协同机制、放大惠民效果，多部门研究确定了
集中采购、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等综合后续措施，让临床终
端的癌症患者切实减轻费用负担。”于竞进说。

曾益新表示，将从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控制抗癌药费负
担的长效机制：一是鼓励研发创新，建立对于国产抗癌药品
研发的持续稳定支持机制；二是加快癌症防治药品的审批
上市，提高审评能力，科学简化审批手续；三是降低药品流
通成本，严厉打击商业贿赂、价格垄断等违法违规行为；四
是提升诊疗能力和合理使用抗癌药品，坚持临床价值导向，
促进癌症规范化诊疗。

对于尚未纳入医保的一些高价抗癌靶向药，社会普遍
期待进一步扩大支付范围、提高用药水平。“医保谈判工作
将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需要为导向、以质量为保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陈金甫表示，将尽快启
动建立专项动态调整机制，尽可能把更多临床价值高、治疗
急需的药品纳入支付范围。

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记者胡璐、郁琼源)财政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8 日联合对外
宣布，将从 5 月 1 日起对抗癌药品实施增值税新政策，旨在
鼓励抗癌制药产业发展，降低患者用药成本。

根据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通知，自 2018 年 5 月 1 日
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抗癌药品，可
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选择
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单独核算抗癌药品的
销售额，同时选择简易办法后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与此同时，对进口抗癌药品，减按 3% 征收进口环节增
值税。

通知还明确，抗癌药品是指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注册的抗癌制剂及原料药。其范围实行动态调整，由财
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变化
情况适时明确。此次同时发布了第一批抗癌药品清单。

5 月 1 日！

多措并举降低抗癌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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