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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
与投资峰会日前在广西南宁开幕。国际观察人士
认为，以东博会为窗口，外界见证中国—东盟合作
不断释放活力、结出硕果。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的第一年，中国和东盟
贸易和投资合作迎来新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注
入新动能。

平台魅力日益凸显

自 2004 年成功举办以来，东博会日益成为中
国与东盟间的重要对话合作平台。本届东博会展
览 总 面 积 达 10.2 万 平 方 米 ，首 次 设 立 东 盟 和
RCEP 精品展区，吸引 1600 多家企业现场参展，约
2000 家企业“云”参展，充分发挥出交流平台与对
话窗口的作用。

走进展厅，各国特色商品琳琅满目，展位前人
头攒动。“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东博会，展会现场非
常热闹！”从事护肤品贸易的菲律宾商人卡罗琳希
望通过进博会、服贸会、东博会等平台，将菲律宾
优质产品介绍给中国消费者。

泰国广西总会副主席陈良军表示，从首届东
博会开始，该协会每年都组织泰国企业参展。东
博会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中国—东盟自贸区
建设与发展注入了驱动力。

马来西亚是今年东博会主题国，参会企业涉
及食品饮料、保健、石油和天然气等多个领域。马
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首席执行官穆斯塔法日前
表示，尽管新冠疫情还在肆虐，马来西亚企业仍踊
跃参加本届东博会，期待与中国企业建立密切和
长期的业务关系。

18 年来，在联通区域、促进合作方面，东博会
的平台魅力日益凸显，迄今共吸引约 101.5 万名客
商参会，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
项目建设助力。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说：“东博会对于加强本地
区企业、贸易商和投资者之间的商业网络和区域
互联互通至关重要。”

RCEP红利共振

18 年来，东博会始终围绕推动中国－东盟友
好合作的宗旨，致力于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增进
交流、拓展合作，并在 RCEP 政策效应下不断激发
合作活力。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局之年，
也是RCEP生效实施的第一年。本届东博会以“共
享 RCEP 新机遇，助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为主题，各方签订的合作项目远多于2021年。

RCEP 生效实施以来，互联互通持续推进，贸
易红利不断释放，经贸投资提质升级。中国海关
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 8 个月，中国对东盟进出口
同比增长 14%。同期，中国与 RCEP 其他 14 个成
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 7.5%。

“RCEP 所取得的成效是实实在在的。”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理事
长垣内隆在参加东博会相关活动时表示，RCEP 是振兴地区经济活
动的重要工具。

仅今年 1 月至 4 月，泰国出口商在 RCEP 框架下申请原产地证书
总值就达 2.04 亿美元；利用 RCEP 优惠政策进口方面，泰国进口货物
总值超过 7000 万美元。

泰国法政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阿颂西认为，RCEP 成员国分享优
惠政策红利，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经贸和投资增长，展现出
RCEP 带来的务实合作成果。

区域合作成效显著

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平台，东博会和峰会历年来共举办涉及互
联互通、产能、海关、金融等 40 多个领域的高层论坛，促成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等一批项
目落地，见证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
伴、RCEP 生效实施等标志性成就。

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不仅激发更大发展潜力，而且
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

三菱商事东亚总代表中塚润一郎表示，虽然疫情尚未结束，但
RCEP 成员国的进出口额持续增长，显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韧性和
RCEP 对巩固区域供应链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太平船务集团执行主席张松声认为，RCEP 成员国产业互
补性强，有助于扩大亚太区域间贸易合作，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
安全、稳定和开放水平。RCEP 也将成为增进国际经贸往来的关键
推动力。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海良向记者表示，从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国家落地到 RCEP 生效，东博会见证了中国
与东盟关系逐步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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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日前
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3
年至 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年均增长 6.6%，高于同期
世界 2.6%和发展中经济体 3.7%
的平均增长水平；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30%，居世
界第一。

根据报告，按年平均汇率折
算 ，2021 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
界经济的比重达 18.5%，比 2012
年提高 7.2 个百分点，稳居世界
第 二 位 。 2021 年 ，我 国 人 均
GDP 达 80976 元 ，扣 除 价 格 因
素，比 2012 年增长 69.7%，年均
增长 6.1%。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创新型
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我国研
发经费总量在 2013 年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
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
示，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
名 由 2012 年 的 第 34 位 跃 升 至
2021 年的第 12 位。

协 调 发 展 步 伐 稳 健 ，经 济
结构不断优化。2021 年 ，制造

业 增 加 值 达 31.4 万 亿 元 ，比
2012 年 实 际 增 长 74.3% 。 2021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 65.4%，比 2012 年提
高 10 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第
一拉动力。

绿色发展态势向好，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加快形成。2021 年，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7.5%，比
2015 年提高 6.3 个百分点。2013
年至 2021 年，全国累计造林总面
积约 5944 万公顷。

开放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全
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2020
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
5.3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
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1 年，
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 6.9 万亿
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共享发展持续加强，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现行贫困标准下，2013 年至 2020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9899 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
1.3 个 百 分 点 。 2013 年 至 2021
年，全国就业人员稳定在 7.4 亿
人以上。

报告显示：

近十年我国 GDP 年均增长 6.6%
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新华社沈阳 9月 18日电（记者 于

也童 崔师豪）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91 周年。18 日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
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残历碑广场举行。

秋日，浮云淡薄，沈阳“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上庄严肃穆。巨
大的台历形石碑上，时间凝固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碑上累累弹孔无声地述
说着 91 年前的那场惊天巨变。

9 时 17 分，高悬的“警世钟”钟声
低沉响起，14 声钟声，声贯苍穹，让人

永远铭记中华民族 14 年抗日战争的
艰辛历程；随着时钟的指针缓缓走向
9 时 18 分，尖锐的警报声响彻沈阳上
空，警示着人们勿忘国耻。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 10 时许，日军
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
队所为，遂炮轰沈阳北大营，震惊中外
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距离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不
足 3 公里，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地北大
营。沈阳市档案馆原馆长荆绍福说，
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严令“不抵抗”，日

军几小时就攻占了北大营、一夜之间
占领了沈阳城。“这道刻在中华民族心
口上的疤，中国人民不敢忘！”

硝烟散尽，国殇难忘。9 时 18 分，
沈阳城内警报声、汽车鸣笛声交织在
一起，震撼人心。

出租车司机王诚把车停下，目视
前 方 按 下 喇 叭 。“ 每 年 我 都 会 停 车 鸣
笛，这是对历史的铭记。”

残 历 碑 广 场 上 ，警 报 声 响 彻 云
霄 。 沈 阳 市 第 二 十 八 中 学 高 二 学 生
陈家乐站得笔直，“91 年前的今天，前

人 不 会 忘 ，我 们‘00 后 ’也 不 会 忘 。”
他说。

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
要以史为鉴。如今的北大营遗址，已
在修缮后于去年正式对外开放，以一
座陈列馆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

沈阳市民刘校说，自己从小生活
在北大营遗址附近的大院里，看到这
里建成了陈列馆感到很欣慰。“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这里是九一八事变爆
发地，对铭记抗战历史、做好爱国主义
教育非常重要。”

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

9 月 18 日，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划破
沈阳上空。这是一种警示，警示我们永
远铭记历史！

91 年前，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
发，中国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
之中。91年过去，回想起来仍痛彻心扉：
一夜之间沈阳失陷，几个月东北几近丧
失。日本军国主义则更加贪婪，肆无忌惮
地将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了全中国。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弱
国弱民，一盘散沙，人为刀俎，我为鱼
肉。危如累卵的中国，呼唤一支能够聚

沙成塔、握指成拳的先进力量，以力挽
狂澜之势凝聚起全民族的磅礴伟力，将
侵略者赶出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第二
天就发出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吹响
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是中国
共产党，冲破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义无反顾战斗在最前线，杨靖宇、赵尚
志、赵一曼等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在东北
领导武装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
然地扛起了抗日救国的重任。

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

肉之躯筑长城，以 3500 多万军民伤亡的
巨大代价，赢得了 14 年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从而开启了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
历史征程。

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我们要牢记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励精图治，奋
发图强，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
前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崭新篇章。

历史反复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
系，前途所在；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中国号巨
轮就一定能劈波斩浪，驶向更加光辉灿
烂的明天。

勿忘九一八，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
力量——在抗日战争壮阔进程中孕育
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永远是强大精神动
力。我们要勇于斗争、敢于胜利，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
荡荡。回望来路，伟大的中华民族，历
经苦难，铸就辉煌；展望未来，新时代的
中国，朝气蓬勃，踔厉奋发！

（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

历史不可忘 奋斗创未来
○ 新华社记者 徐扬

新 华 时 评

（上接第一版）
制定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
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推动司法改
革向着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宏
伟目标扎实迈进；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
定”的印发，为领导干部、司法机关内部
人员等干预司法增设“高压线”，司法机
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制度保障愈加
完善；依法治省（市、县）委员会全面设
立，加强各地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统筹
协调……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
不断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看，小江豚游过来了。”
一到夏天，在湖北宜昌葛洲坝下游

江段，成群的江豚开始活跃起来，“拖家
带口”，逐浪嬉戏。

“微笑精灵”江豚的成群出现得益于
长江生态的持续改善，伴随着长江保护
法等一系列保护措施的严格实施，这一
江段的江豚家族连年“添丁”。

制定长江保护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确定的重大立法任务。党的十八大以
来，生态环保立法加快步伐，实现从量到
质的全面提升，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强
大助力。

法者，治之端也。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
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
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

前提。
从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设立国家宪

法日，到国歌法、国旗法、国徽法构成落
实宪法规定的国家象征与标志重要制
度；从通过新中国历史上首部民法典，到
审议通过监察法、国家安全法、外商投资
法等重要基础性法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22 年 9 月，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新制定法律 70 件，
修改法律 238 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 99 件 ，作 出 法 律 解 释 9
件。迄今现行有效法律共 293 件，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臻完善。

公平正义，国之基址。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依法公
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
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
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2016 年 12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第

二巡回法庭，历时 21 年的聂树斌案沉冤
昭雪。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坚持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聂树斌案、呼格吉
勒图案、张玉环案等刑事冤错案件得到
依法纠正。

问题出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
司法体制改革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

这个“牛鼻子”，“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
者负责”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错
案发现、纠正、防范和责任追究机制，司
法机关面貌一新，司法公信力、审判质效
显著提升。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实现管辖范
围全覆盖，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

民法院”；全面建成运行审判流程公开、
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
公开四大平台，让公众知情权有更多的
实现渠道；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推动履行“四大检察”职能……

改革举措环环相扣，步伐进一步加
大、力度进一步加强，守护好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法治建设从法律体系向
囊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法
治体系全面提升。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体现人民
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
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
全过程。”

一切为了人民，这是法治中国的目
标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法
治维护人民权益、保障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凝聚起全体人民的法治信仰。

2021 年 10 月的一天，在上海工作生
活多年的黄慧欣喜万分。在上海市公安
局长宁分局江苏路派出所，她为户籍在
外地的孩子申领到一张身份证。

上海推出的“跨省通办”项目，为长
三角区域内户籍居民异地工作、学习、生
活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服务。

法治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推动“中
国之治”迈向更高水平。

全面清理“奇葩证明”为群众减负，
严格规范执法让权力不再“任性”，落实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加强行政决策执行
与评估……法治政府建设换挡提速，依
法行政成为各级政府鲜明印记。

曾经，“门难进”“事难办”，老百姓对

司法机关望而却步怎么办？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
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
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
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

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项项
司法改革举措直击靶心。

立案登记制改革破解群众“立案难”，
截至今年 6 月，全国法院累计登记立案
13837.17 万 件 ，平 均 当 场 立 案 率 达 到
95.7%。2017年7月至2022年6月底，全国
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67万余件。

人民法院宣告“基本解决执行难”，
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检
察机关公益诉讼更好保护社会公共利
益，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公安机关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执法公信力迈出
新步伐；健全完善“人人可享”的现代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推进法律服务均等化、
多元化、专业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
来，司法执法机关立行立改，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对法治的信心。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各地
方各部门清理证明事项 2.1 万多项，有效
解决了“奇葩证明”“重复证明”等问题。

全面实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
度，制定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实施农村

“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七五”普法顺
利完成，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

……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新境界
——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述评

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