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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0 日，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第 27 次中国－东盟
领导人会议

■当地时间 10日，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第 27次东盟与中日韩
领导人会议

■当地时间 10日，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
会议期间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当地时间 10日，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
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

■当地时间 10日，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
会议期间会见柬埔寨首相洪玛奈

■当地时间 10日，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
会议期间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九次会议10日在京举行全体会议，
王沪宁出席

■王沪宁10日在京会见塞浦路斯议长迪米特里乌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10日在京闭幕，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届理事会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有关规定，
聘请韩正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均据新华社）

位于嘉陵江边的重庆磁器口古镇始建于北宋年间。近年来，当地统筹推动文旅融合与城市更新，在保留古镇原有街巷

布局的基础上，把传统文化融入街区、植入景点，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新的生机。图为 10 月 9 日拍摄的磁器口古镇景象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这是一项跨世纪的调水工程——论

证半个世纪，21 世纪初开工建设，2014

年 12 月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跨

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东、

中线一期工程干线长达 2899 公里。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事关

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

祉”的南水北调工程。

统计显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已累计调水 753 亿立方米，为沿线 40

多座大中城市、1.85 亿人提供稳定水源。

世界最大调水工程问世

南水北调工程——旨在破解我国水

资源“北缺南丰”问题的超级工程，缘起

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1952 年，毛泽东

主席视察黄河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

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从宏伟构想提出，到 2002 年国务院

正式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并动

工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论证工作历经

半个世纪，最后形成东、中、西三条调水

线路，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构建

“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

源配置格局。

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规

模最大的泵站群、超大型渡槽、大口径输

水隧洞……数十万建设者持续奋战，攻

克 一 个 个 技 术 难 关 。 2013 年 11 月 和

2014 年 12 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分别建成通水。东线从扬州抽引长江

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之平行的河道

逐级提水北上；中线从丹江口水库陶岔

渠首闸引水入渠自流抵达北京、天津，向

沿线豫、冀、津、京供水。

作为世界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

调工程正在重塑我国水资源分配格局。

1.85亿人直接受益

“以前的水苦咸，现在的南水甘甜。”

来到黑龙港流域的河北省邯郸、邢台、衡

水、沧州等地采访，记者时常听到当地百

姓为南水叫好。

黑龙港流域是黄淮海平原盐渍危害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下水苦咸、高氟。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支撑地方实施生

活水源置换，助力黑龙港流域 500 多万

人告别了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

“通水将近 10年，南水北调中线供水

水质稳定在地表水水质Ⅱ类以上，沿线人

民从‘有水吃’向‘吃好水’转变。”中国南

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志禹说。

目前，南水北调工程为 1.85 亿人提

供稳定水源。南水已占北京城区供水的

70%以上，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几乎全部

为 南 水 ，河 南 省 10 余 个 省 辖 市 用 上 南

水。南水已由原来规划的补充水源跃升

为多个城市的重要水源，推动当地经济

高质量发展。

在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

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有力促进河

湖生态环境复苏。

水利部南水北调司副司长袁其田表

示，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助力沿线

50 多条河流生态复苏，永定河、滹沱河、

大清河等实现全线贯通。华北地区自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水水位逐年

下降的趋势得到根本扭转，初步实现地

下水采补平衡；东线北延应急供水工程

向京杭大运河补水，连续 3 年助力京杭

大运河全线水流贯通。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主骨架和大动脉

近日，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

程输水隧洞 8 号平洞施工现场，工程首

台硬岩掘进机“江汉先锋号”开始组装，

组装完成后将承担引水隧洞主体工程掘

进任务。

孙志禹表示，2022 年 7 月开工的引

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

开工项目。工程从长江三峡库区引水至

汉江丹江口水库下游安乐河口，输水线

路总长 194.7 公里。工程建成后将联通

南水北调工程与三峡工程，进一步打通

长江向北方输水通道。

2021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

大动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2023 年 5 月发布的《国家水网建设

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国

家水网总体格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

动脉逐步建成，省市县水网基本完善，构

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

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

新时代新征程，国家水网建设加快

推进，全面增强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供

水保障能力和战略储备能力。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

量发展，加快推进西线工程、东线后续工

程前期工作，高质量建设中线引江补汉

工程，加快实施防洪安全风险隐患处理，

加快完善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刘诗平、魏弘毅）

南水北调的世纪答卷
—世界最大调水工程改变中国供水格局

奋 进 强 国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新华社北京 10月 10日电 针对赖

清德 10 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

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

人陈斌华答问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继

续鼓吹“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编造

“台独”谬论，宣扬分裂主张，煽动两岸敌

意对抗。这充分表明，赖清德顽固坚持

“台独”立场、充斥对抗思维、不断挑衅滋

事，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严重破坏台

海和平稳定。

陈 斌 华 表 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

想 ，也 始 终 关 系 着 两 岸 同 胞 的 前 途 命

运 。 1840 年 鸦 片 战 争 之 后 ，为 战 胜 外

来 侵 略 、争 取 民 族 解 放 、实 现 国 家 统

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

泣 的 斗 争 。 孙 中 山 先 生 率 先 发 出“ 振

兴中华”的呐喊，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

功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探 索 道

路 。 台 湾 自 古 就 是 中 国 的 神 圣 领 土 ，

近 代 曾 被 外 国 侵 略 势 力 侵 占 ，台 湾 民

众 深 受 其 苦 。 1945 年 ，中 国 人 民 取 得

抗 日 战 争 的 伟 大 胜 利 ，台 湾 随 之 光

复 。 1949 年 以 后 ，由 于 中 国 内 战 延 续

和 外 部 势 力 干 涉 ，海 峡 两 岸 陷 入 长 期

政 治 对 立 的 特 殊 状 态 ，但 台 湾 始 终 是

中 国 领 土 的 一 部 分 ，台 湾 同 胞 始 终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一 分 子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府始终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

国 的 唯 一 合 法 政 府 ，中 国 始 终 是 全 体

中 华 儿 女 的 伟 大 祖 国 ，坚 持 一 个 中 国

原则始终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他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

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当前反对“台

独”分裂的斗争不是制度之争，而是统一

和分裂的斗争。赖清德处心积虑为分裂

国家拼凑依据，强行灌输其“台独”主张，

重弹“民主对抗威权”的老调，以所谓“民

主自由”为幌子，继续“倚外谋独”“以武

谋独”，企图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其

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

源，将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

陈斌华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

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奋斗、勇毅拼

搏，迎来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无数先烈先贤孜孜以求的理想已经在

中华大地成为现实。当前，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

信心和能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台湾前途在

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

兴。不管赖清德讲什么，都改变不了台

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和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与现状。我们有信

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民族复兴、国家统

一的历史大势。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

原 则 和“ 九 二 共 识 ”，团 结 广 大 台 湾 同

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

涉图谋，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持续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

统一。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赖清德“双十”讲话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南港工业区，占地 109平方公里，是天津石化产业的主要承载地。今年以来，总投资超 700亿

元的 20余个项目陆续试产、投产、达产。图为 10月 10日拍摄的天津南港工业区一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上接第一版）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红十字

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为红十字会依法履

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致信中提出的要求。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宋玫

表示：“我们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致信精神，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

领导，把红十字阵地建设融入党群服务

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面提升人

道服务能力，创优政策环境，更广泛动员

辖区的人道资源，帮助解决红十字组织

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为红十字

会依法履职创造良好环境。”

凝聚奋斗力量，绘就新的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许，更加坚

定了全国红十字青年网络主席、复旦大

学博士生侯东岳继续积极团结青年伙

伴，为我国红十字事业砥砺奋进的决心：

“将以红十字生命教育为主题组织开展

青年主导的应急救护、健康教育、扶危帮

困等各类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同广大红

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一道，牢记初

心使命，弘扬传播人道精神，为中国红十

字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董博婷、范思翔）

（上接第一版）让她感受到了满满的充实

感和成就感，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要让老

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离不开各级党委和政

府、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专门讲到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老龄工作，

这让我们深感重任在肩。”天津市民政局

养老服务处处长赵康建介绍，天津市 60

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4%。提

高养老服务工作质效迫在眉睫。未来天

津将在深耕嵌入式养老、建好老年食堂、

实施适老化改造工程等方面持续发力，

着力培树“津牌养老”服务品牌。

“智慧食堂”为前来就餐的老年人打

造专属菜谱，“孝心车位”为看望老人的子

女提供便利……在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一

区，养老服务一直是社区工作重点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老年人

的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第 一 时 间 学 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翠苑一区社区党

委书记项菲菲对今后工作方向有了更清

晰的认识，“老年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

务。让老年人生活得更舒心更快乐就是

我们工作的目标。”

2024 年 10 月是我国第 15 个“敬老

月”。连日来，从走访慰问养老机构到组

织老年人参与文体活动，再到开展法律

服务助老护老，各地敬老活动精彩纷呈。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部署老龄

工作时强调‘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这是

我们未来工作重点之一。”中国老龄协会

副会长王绍忠表示，下一步，将以“敬老

月”活动为抓手，广泛动员各方资源和力

量，多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事、献爱心，

助力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老年人生活

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这

让来自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72 岁的老

人许剑平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从养老金到医保再到高龄补贴，各

项保障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兜底。老有所

养有依靠，老有所为有动力。我们要在

社会生活各个舞台上发光发热，展现桑

榆担当。”许剑平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新华

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高蕾）记者 10 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

中央社会工作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

管总局、全国工商联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

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就加强分支

（代表）机构管理、规范社会组织收费等

方面立新规。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总

量已达 88.2 万余家，在服务国家、服务社

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同时，社会组织领域还存在

不少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相关制度建

设和监管手段有待加强。

意见除总体要求外，包括依法严格

登记审查、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强化

管理和监督、积极引导发展、加强组织领

导五方面、共 18 条内容。

在依法严格登记审查方面，针对成

立登记阶段有的发起人不了解社会组织

非营利法人属性、有的捐资人将捐赠资

产当作借给社会组织或者投资取得社会

组织“股权”等问题，意见要求各级民政

部门实行事先告知提示，避免发起人、捐

资人盲目申请成立登记社会组织。

在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方面，意

见推动社会组织加强对人、财、物、活动

的管理，包括强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

会、监事（会）等内部机构的功能作用发

挥，推动社会团体、基金会建立健全分支

（代表）机构管理制度，加强对分支（代

表）机构的监管，建立权责清晰、约束有

力的内部财会监督机制和内部控制体系

等方面举措。

意见还推动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

落实监管责任，形成监管合力，引导行业

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规范收费行为，加

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智慧监管，完

善社会组织行政执法与纪检监察、刑事

司法衔接贯通机制。

五部门发文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立新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