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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 者
郑明达） 4 月 14 日下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

习近平对卢拉访华表示热烈欢
迎。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分别是
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
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
有广泛共同利益，中巴关系的全局
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中
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
展同巴西关系，将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
先位置。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开辟新时
代中巴关系新未来，给两国人民带来更
多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
繁荣发展发挥积极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巴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30周年，明年将迎来两国
建交50周年。中国正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为
包括巴西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机
遇。双方要保持经常性战略沟通，加
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坚定视彼此为
重要发展机遇，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发展
中国家加强团结协作。双方要深化务
实合作，稳步推进现有重大合作项
目，深挖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航空航天、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
潜力，探索加强绿色经济、数字经
济、清洁能源等合作，欢迎更多巴西
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积极
探讨共建“一带一路”同巴西“再工
业化”战略对接。双方要以明年庆祝
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密切人文领
域交流合作，夯实中巴友好民意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方坚定支持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巩固和平稳定、独立自
主、团结发展的良好势头，支持地区
推进一体化进程，并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更大作用。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继
续办好中拉论坛，推动中拉合作迈上
新台阶，实现共同发展。中方也愿同
巴方一道，加强中国同南方共同市
场、南美国家联盟合作。面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巴要站在历史正
确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切实
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
际公平正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方愿同巴方在联合国、金砖国
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就共同
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加强战略协作，就
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协调配合。

卢拉表示，我非常荣幸和骄傲率
庞大代表团第四次访华，这是我这次
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出访美洲之外的国
家，体现了巴方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对
发展巴中关系的重视。中国是当今世
界政治、经贸、科技等各领域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巴西从推
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战略高
度致力于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全面加强对华关系也是巴西立法机构
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强烈愿望，我很高
兴参观了华为公司并会见了中方有关
企业代表，对中国在5G等领域发展成
就深表钦佩，希望拓展两国相关领域
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合作，
助力巴实现数字转型和低碳发展。相
信巴中深化扩大合作将有助于巴“再
工业化”进程，有助于解决脱贫等问
题，更好造福人民。巴方愿同中方密

切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
双方人民相互了解。巴中在很多重大
国际问题上拥有共识和共同利益，双
方都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
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二十国集团、金
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就国
际金融、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加
强协调合作，为推动发展中国家摆脱
不公平规则束缚、实现更加公平平衡
发展作出贡献。我相信，巴中关系的
未来必将更加美好。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问题交
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对话谈判是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一
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
到鼓励和支持，呼吁更多国家为推动
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
用，决定就此保持沟通。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信
息通信、减贫、检疫、航天等领域多
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卢拉举行欢迎仪式。

卢拉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
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巴两
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
卢拉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
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卢拉夫人罗
桑热拉陪同参加欢迎仪式。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
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卢拉和夫人罗桑
热拉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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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主力
军，也是产业数字化的主战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快发
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数字产业集群”，为推动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指明了前进方向。

14日，全国政协“加强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双周协商座谈会在
京召开，部分委员与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一道，聚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协商议政。这是全国政协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
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
实际行动。

强化顶层设计 做好政策配套

当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入人
心，部分中小企业已经在数字化转型方
面先行一步，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委员们
在前期调研中发现，推进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还存在转型方案对中小企业的特
点和需求重视不够、市场机制作用在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不够、对数字化服
务商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缺乏系统、
透明的评价体系等问题。对此，委员们提
出，优化适应中小企业特点和需求的配
套政策体系，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数字
化转型中的主体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党组书记苗圩
认为，应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国家层
面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
见，引领各地更好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
强化供需对接、人才培养、融资支持、交
流合作等系列配套政策举措，加强政策
供给，提升政策普惠性。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燕瑛建议，优化配套政策体系，建立统筹
协调机制负责产业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制
定与协调，强化政策、资金统筹，形成上
下联动、部门协同的政策合力。同时，加
强技术标准与战略架构设计相结合，持
续完善数字化产业标准体系，通过硬件
设备接口的标准化统一，解决中小企业
转型中设备不适配等问题。（下转2版）

共议数字赋能 齐助中小企业“破浪前行”
——全国政协“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双周协商座谈会综述

本报记者 包松娅 吕 巍

本报讯 （记 者 吕
巍） 十四届全国政协第
二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14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
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中小企业发展、数
字经济发展，摆在治国
理政的突出位置进行部
署和推进。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小
企业发展、数字经济发
展的重要论述，做到建
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
到点子上。

王沪宁表示，实现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协
商议政要强化问题导向，聚焦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在思想认识、体制机
制、政策供给、融资支持、平台建
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
出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思路和建议。
要引导中小企业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
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增强数
字化转型的信心和动力。

政协委员苗圩、谌志华、陈星莺、

曲永义、范文仲、刘爱力、燕瑛、
杨成长、唐冬生、严建文发言。大家
认为，要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顶层设计，优化配套政策体系。要建
设全国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
务平台，构建利益共生、价值共创、
数据共享的商业生态模式。要完善符
合中国国情的中小企业云服务生态，
引导鼓励中小企业上云、用云。要加
强企业数字资源开发管理，创新探索
数据资产确权交易模式。要发挥政策

协同引导和龙头企业作用，推进数字
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要构建
多层次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建立数字
化转型人才共享服务标准和体系，创
新人才双向流动机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
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
华、王勇、高云龙、陈武、穆虹、王东峰、
何报翔出席会议。工信部负责同志介
绍有关情况，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
改革委负责同志参与协商交流。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协商议政
王沪宁主持

4月14日，十四届全国政协第二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 本报记者 姜贵东 摄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
行地、实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

“我对广东的工作始终寄予厚
望，希望你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更
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曾3次到广东考察调研、2次参加全
国两会广东代表团审议，每到广东发
展的重要关口，都及时为广东定向领
航，指引广东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经
风雨、化危机，应变局、开新局。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方考察选择
了广东：“广东是一个窗口。到广东
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党的二十大以来
都有哪些新进展新气象。”

从湛江、茂名到广州，4 天时
间，总书记辗转千里，穿越粤西大
地，深入企业、港口、农村，同工
人、农民、企业家、科技人员等亲切
交流，为广东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指明方向。

开发与保护的辩证思维：
“发展海洋经济，加强海洋生态
保护，全面建设海洋强省”

坐拥4000多公里海岸线，广东
是我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向海
而兴、向海图强，成为广东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早 在 2018 年 考 察 广 东 时 ，
习近平总书记就以高瞻远瞩的战略
眼光，把广东海岸线的东端和西端
连接起来，擘画出一幅气势恢宏的
新蓝图——

“把汕头、湛江作为重要发展

极，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
此行第一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粤

西南三面环海的湛江市，首先关注的正
是发展海洋经济这件大事。

雷州湾内东海岛上，坐落着国家
863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
地。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听取了广东省关于推动海洋渔业高质量
发展的汇报：

抓种业攻坚，把渔业良种价格降下
来；抓装备技术升级，搞深水网箱，发
展深海养殖；抓全产业链发展，精深加
工，通过预制菜等解决海产品储藏运输
难题……

一组直观数据令人印象深刻：
2030年广东预计年新增海鱼产品201
万吨，按照等量蛋白质换算，相当于养
猪3045万头或养鸭15.4亿只。

“广东现在养了多少猪？”总书记
问。

“4000多万头。”
“相当于把养的猪翻了一番。”总书

记点点头。
选育养殖池里，金鲳、海鲈、石斑

等各类鱼种活蹦翻腾。习近平总书记踏
上浮排，边走边看，赞叹眼前景象“真
是翻江倒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一个
14亿多人口的国家，民以食为天，首
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除了吃粮食，吃陆
地上的食物，还要靠海吃海。”

靠山唱山歌，靠海念海经。
总书记回忆道：“我在福建工作

时，在山区干过，也在沿海干过。当时
我就提出大食物观，肉、蛋、禽、奶、
鱼、果、菌、茶……这些都是粮食啊。
这么一算，福建虽然是‘八山一水一分
田’，但食物来源就多了。所以，我先
后提出要建‘海上福州’和‘海上福

建’。”
在大食物观的视域下，辽阔的海洋

就是蓝色的粮仓、丰茂的牧场。
30多年前，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在当地大黄鱼育苗技术专
家刘家富递交的《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
类养殖技术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要求
集中力量进行科研攻关。

“当地的一个研究所，把宁德大黄
鱼的人工孵化问题给解决了。”总书记
记忆犹新。

如今，黄鱼游出产业发展新天地，
成为当地人“靠海吃饭”的支柱产业。

“水产品的营养价值很高，提高我
们国民的身体素质，把水产搞上去，把
蛋白质搞上去很重要。耕海牧渔，发展
海洋经济大有可为、大有前途。”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随着
生产力发展，把远海深海养殖搞起来，
把渔业‘种子工作’这一篇文章做精做
好，对我们的粮食安全可以起到一个很
重要的压舱石作用。”

从靠海吃海到靠海护海，是和谐共
生的辩证法。

红树林，这种扎根于海岸潮间带的
胎生木本植物，既可防风消浪，又能净
化海水，还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之所，
素有“海上森林”“海洋卫士”之称。

对红树林保护，习近平总书记一直
十分关注。

2017年，总书记在广西考察了北
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叮嘱“一
定要尊重科学、落实责任，把红树林保
护好”。

2022年，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
《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
幕式，宣布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
中心”。

（下转2版）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