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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市委中心组昨天下午

举行学习会，听取总体国家安全观

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小强所作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与实

践要求”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

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

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

观念，聚焦重点领域，切实打好维护

国家安全的主动仗和整体仗，筑牢

现代化建设的安全屏障，努力以一

域之稳为全局之安作出贡献。

傅小强的报告围绕主题，理论

联系实际，全面生动回顾了总体国

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伟大成

就，深入系统讲解了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精髓要义、本质特征和实践要

求。与会同志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

交流了学习体会。

陈吉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创造

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平安

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书写了社

会长期稳定奇迹新篇章。习近平总

书记用“十个坚持”深刻阐明了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为我们做

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学习领

会，更加自觉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以新

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陈吉宁指出，要胸怀“国之大

者”，坚持“四个放在”，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

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坚定不移、坚决有力

维护国家安全。要树牢“大安全”理

念，紧紧抓住“总体”这个关键，在“统

筹”上下功夫，做到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

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

要切实抓牢政治安全这个根本，坚定

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

态安全。要着力夯实经济安全这个基

础，不断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

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坚决打好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战，全力维护科技安全、网

络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狠抓粮

食、能源、生态、生物等领域安全。要

更好彰显人民安全这个宗旨，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抓好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安全，从

源头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增强城市

防范和抵御风险的韧性，让城市更健

康、更安全、更有序。

陈吉宁强调，要坚持党对国家

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着力构建大

安全格局。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

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

各协调机制要配强力量、发挥作用，

各部门各单位要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要强化能力建设，突出实战导

向，更加注重强化法治思维、科技赋

能、基层基础、协同高效，加快建设

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打造

过硬干部队伍。要筑牢人民防线，

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更好发挥

群防群治优势，形成共同维护国家

安全的强大合力。

本报讯 昨天，上海市委书记陈
吉宁会见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年，共同

见证两市部门签署相关友好合作

文件。

陈吉宁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

对阮文年率团来沪访问表示欢迎，

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

说，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

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

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总书

记去年在北京举行重要会谈，为中

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城市和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开放、

创新、包容是上海这座城市最鲜明

的品格，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党两国

领导人战略指引，为推动中越关系

发展作出地方的积极贡献。明年将

迎来上海市与胡志明市缔结友好城

市关系30周年，希望以代表团此访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市友好往来

与合作交流，支持中越企业深化经

贸合作，鼓励中越青年开展互访交

流，更好增进理解互信、沟通民心民

意，让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

伴的传统友谊世代相传。

阮文年表示，此次访问上海充

分感受到中国发展取得的卓越成

就，越方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一定会

实现中共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

胡志明市和上海市有很多相似之

处，友好合作成果丰硕，将以两党两

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根本遵

循，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和学习

互鉴，积极推动两市友好合作走深

走实，更好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赢

发展。

中联部部长助理赵世通，上海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政，胡志明

市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吴明洲，越南

驻上海总领事阮世松，胡志明市祖

国阵线主席陈金燕等出席。

签约仪式上，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肖贵玉、胡志明市祖国阵线常务

副主席阮成忠代表双方签署

2023—2026年友好交流备忘录。

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亚

宏，胡志明市公安局局长黎鸿南代

表双方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上海市委

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与浙江省嘉兴市委书记陈伟，市

委副书记、市长李军率领的嘉兴市

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

陈吉宁说，当前，我们正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更加

深刻领悟建设什么样的上海、怎样

建设上海的政治站位、总体定位、

实践落位，持之以恒地把宏伟蓝图

细化为施工图、高质量转化为实景

画。上海与嘉兴共同肩负着推动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

大使命。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对

接，加强优势互补，以上海大都市

圈建设为契机，抓好规划落地实

施，促进区域整体发展。聚焦重

点领域、深化创新协同，全力打造

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共建世界

级产业集群。以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牵引，推进

更高质量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更

好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

陈伟表示，站在“八八战略”实

施20周年的新起点，嘉兴正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

市。希望围绕交通互联互通、产业补

链强链、科技创新协同等深化与上海

的合作对接，更好支持上海发挥龙头

带动作用，当好接轨上海的“桥头

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

上海市领导李政参加座谈。

陈吉宁龚正与嘉兴市
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

陈吉宁会见阮文年 共同见证上海与
胡志明市两市部门签署友好合作文件

为推动中越关系发展作出地方贡献

陈吉宁主持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听取专题辅导报告，强调打好
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动仗整体仗,筑牢现代化建设安全屏障

以一域之稳为全局之安作出贡献

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中美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关于

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

乡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
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重温习近平主席和约瑟夫 ·拜

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会晤，中美双

方重申致力于合作并与其他国家

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为此，中

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和美

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 ·克里于

2023年7月16—19日在北京、11月

4—7日在加利福尼亚阳光之乡举

行会谈，并发表以下声明：

一、中美两国回顾、重申并致

力于进一步有效和持续实施2021

年4月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和2021年11月中美关于在21世纪

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

联合宣言。

二、中美两国认识到，气候危

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日益显著。

面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等现有最

佳科学发现的警示，两国致力于有

效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巴黎协定，体现公平以及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

考虑不同国情，根据巴黎协定第二

条所述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

在低于2℃之内并努力限制在1.5℃

之内，包括努力保持1.5℃可实现，

达成该协定的目的。

三、中美两国致力于有效实施

巴黎协定及其决定，包括格拉斯哥

气候协议和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

两国强调，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

（COP28）对于在这关键十年及其后

有意义地应对气候危机至关重要。

两国认识到，两国无论是在国内应

对措施还是共同合作行动方面对于

落实巴黎协定各项目标、推动多边

主义均具有重要作用。为了人类今

世后代，两国将合作并与公约和巴

黎协定其他缔约方一道直面当今世

界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四、中美两国决定启动“21世

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

开展对话与合作，以加速21世纪20

年代的具体气候行动。工作组将

聚焦联合声明和联合宣言中确定

的合作领域，包括能源转型、甲烷、

循环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低碳可

持续省/州和城市、毁林以及双方同

意的其他主题。工作组将就控制

和减少排放的政策、措施和技术进

行信息交流，分享各自经验，识别

和实施合作项目，并评估联合声

明、联合宣言和本次声明的实施情

况。工作组由两国气候变化特使

共同领导，两国相关部委和政府机

构的官员以适当方式参加。

五、中美两国将于COP28之前

及其后在工作组下重点加速以下

具体行动，特别是切实可行和实实

在在的合作计划和项目。

能源转型
六、在21世纪20年代这关键

十年，两国支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宣言所述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球

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并计划

从现在到2030年在2020年水平上

充分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以

加快煤油气发电替代，从而可预期

电力行业排放在达峰后实现有意

义的绝对减少。

七、双方同意重启中美能效论

坛，以深化工业、建筑、交通和设备

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政策交流。

八、中美两国计划重启双边能

源政策和战略对话，就共同商定的

议题开展交流，推动二轨活动，加

强务实合作。

九、两国争取到2030年各自推

进至少5个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碳捕

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

项目。

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排放

十、两国将落实各自国家甲烷

行动计划并计划视情细化进一步

措施。

十一、两国将立即启动技术性

工作组合作，开展政策对话、技术

解决方案交流和能力建设，在各自

国家甲烷行动计划基础上制定各

自纳入其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的

甲烷减排行动/目标，并支持两国各

自甲烷减/控排取得进展。

十二、两国计划就各自管理氧

化亚氮排放的措施开展合作。

十三、两国计划在基加利修正

案下共同努力逐步减少氢氟碳化

物，并致力于确保生产的所有制冷

设备采用有力度的最低能效标准。

循环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
十四、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和

资源利用效率对于应对气候危机

的重要作用，两国相关政府部门计

划尽快就这些议题开展一次政策

对话，并支持双方企业、高校、研究

机构开展交流讨论和合作项目。

十五、中美两国决心终结塑料

污染并将与各方一道制订一项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塑料污染（包括海

洋环境塑料污染）国际文书。

地方合作
十六、中美两国将支持省、州和

城市在电力、交通、建筑和废弃物等

领域开展气候合作。双方将推动地

方政府、企业、智库和其他相关方积

极参与合作。两国将通过商定的定

期会议，进行政策对话、最佳实践分

享、信息交流并促进项目合作。

十七、中美两国计划于2024年

上半年举办地方气候行动高级别

活动。

十八、双方欢迎并赞赏两国已

开展的地方合作，并鼓励省、州和

城市开展务实气候合作。

森林
十九、双方承诺进一步努力，

以到2030年停止和扭转森林减少，

包括通过规管和政策手段全面落

实并有效执行各自禁止非法进口

的法律。双方计划包括在工作组

下讨论交流如何增进努力，以加强

这一承诺的落实。

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协同
二十、两国计划合作推动相关

政策措施和技术部署，以加强温室

气体与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和

其他对流层臭氧前体物等大气污

染物排放的协同控制。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