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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在人民
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社干部职工致以
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100年来，人民
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高水平哲学社会
科学著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
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希望人民出版社赓续红色血
脉，始终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伐，

着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始
终坚持为人民出好书理念，着力展现党和
国家发展历程、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创
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6日下午，繁荣党的出版事业暨人民
出版社成立10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会
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光荣传统，坚持守
正创新，筑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

地，争做讴歌人民、记录时代的鲜亮标杆，
构筑涵育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文化高地，打造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出版重镇，搭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知
识桥梁，努力创造党的出版事业新辉煌。

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和作者、出版界代
表发言。

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21年9月，是中
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100年
来，人民出版社以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哲学社会科学
著作为基本任务，成为政治性、理论性和
通俗读物出版的重要阵地。

习近平致信祝贺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强调

赓续红色血脉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 10月 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月26日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巴建交 70 年来，无论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双方始终肝胆相照、患难与
共。中巴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挑战，
巩固了战略互信，深化了战略合作。历史充分
证明，中巴互为最可信赖的铁杆兄弟。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动荡源、风
险点增多。新形势下，中巴应该更加坚定地站
在一起，推进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巴基斯坦探索符
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巴方分享中国
高质量发展新机遇。双方应该密切战略沟通，
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中方将继续为巴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
持，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推进农业、数
字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合作，不断释放走廊
促增长、惠民生的积极效应。双方要强化反恐
安全合作。中方愿同巴方密切多边协调，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双
方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伊姆兰·汗表示，我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和巴中建交70周年，并祝贺中方成
功举办纪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活动。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意见。当前
世界正面临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巴中更加紧
密沟通合作。巴中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同甘共
苦、守望相助。中方支持巴方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维护了巴人民生命安全，堪称大国无私帮
助小国的典范。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
涉台、涉港、涉疆、人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推进巴
中经济走廊建设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巴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
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在巴中方人员和机构安全。

双方还就阿富汗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6日
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建交45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
支持，维护南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中
国和巴新关系成为不同大小、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典范。中方坚定支持巴新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愿同巴新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
方愿继续向巴新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
为巴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各种支持。双方要共同努力，
加强减贫、资源保护和利用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强调，巴新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具有重要影响，中方
愿同巴新一道，把握两国友好合作大方向，构建中国同太平洋
岛国命运共同体。双方应该加强在国际多边场合协调配合，应
对气候变化等挑战，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
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马拉佩表示，45年前，巴新在太平洋岛国中率先承认一
个中国。45年来，两国关系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感谢中方长
期以来无私支持巴新经济社会发展，为巴方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提供雪中送炭般的宝贵帮助。中国是巴新的诚挚伙伴和可
靠朋友。巴新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敬佩习近平主席展现的
卓越全球领导力，赞赏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
展倡议，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学习借鉴中方在
减贫扶贫等领域经验，拓展深化各领域双边合作，密切多边协
调配合。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新投资合作。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6日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法关系。去年以来，我
们通过多种方式保持联系，就两国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正在
得到有力落实，取得重要进展。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很快，我们
就重大议题及时沟通协调，有利于为中法关系定向把舵，也有
助于为世界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中法应该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推动有关
合作进程，巩固民用核能、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
工智能、生物制药、海洋等新领域合作。中方愿同法方继续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深入开展绿色合作，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面向非洲等地区开展三方合作。中法还要相互支持办好北
京冬奥会和巴黎奥运会。

习近平强调，近期国际上发生的几件大事再次说明，法
方主张欧盟战略自主是正确的。中欧要通过持续高层沟通
对话，增进了解互信，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加强
对中欧关系的政治引领，确保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双方应该
紧扣中欧企业和百姓需求，进一步释放互联互通、数字技
术、绿色环保、科技创新、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潜力，扩大
中欧关系合作面。希望法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马克龙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法方坚定致力于以建设性
方式推动欧中关系发展，致力于通过加强各层级对话，妥善
管控和解决分歧，深化欧中在经贸、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领域合作，希望同中方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意大利峰
会、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加强协调。法方愿同中方
一道，推动两国相关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希望欧中
投资协定早日生效实施。法方支持中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
会。我期待继续就法中、欧中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同你保持密切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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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 月 25 日致电米尔济约耶夫，
祝贺他再次当选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总统先生执政

以来，“新乌兹别克斯坦”建设取得喜人成
绩，为中亚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相信在你的领导下，贵国国家建设各
项事业必将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建交以来，中乌两国各

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我高度重视中乌关系
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明年庆祝两国
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共同谱写中乌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新篇章，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米尔济约耶夫当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根据专家研究论证结果和疫情防控
需要，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启动了
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哪些
人打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不同技术路
线疫苗能混打吗？打加强针有哪些注意
事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对
焦点问题进行回应。

为什么要打加强针？

已经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
后为什么还要打加强针？中国疾控中心
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加强免
疫可以提高抗体水平，快速让抗体水平
反弹。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分析，现在
疫苗接种后预防感染，尤其是预防重症
和死亡的效果比较好。”王华庆表示，完
成全程免疫接种后的感染风险和未接种
疫苗感染风险相比大大降低。

但是，研究显示，随着接种疫苗时间
的推移，受种者的中和抗体水平在下降，
保护效果在减弱。王华庆表示，这种情况
下增加疫苗接种针次，是提高免疫水平、
增加保护性的一项措施。

哪些人打加强针？

加强针接种是否面向全人群？专家
表示，目前开展的是重点人群加强免疫，
后续是否扩大范围，会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和相关研究结果做出综合研判。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
有介绍，完成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
兴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灭活疫苗
和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全
程接种满6个月的18岁及以上人群，可
进行一剂次加强免疫。

他表示，加强免疫接种目前优先在
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
的关键岗位人员中开展。同时，各地要
统筹考虑口岸、边境、重大活动等疫情
防控需要和 60 岁及以上等感染后导致
重症风险高的高危人群等因素，扩大加
强免疫接种人群范围。对其他符合条件
且有接种需要的人群，也提供加强免疫
接种服务。

不同技术路线疫苗能混打吗？

加强针和之前接种的剂次可以使
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吗？专家建议，
应选择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产品进行
加强免疫。

王华庆介绍，对于不同技术路线，即
异源疫苗接种的问题，有关专家后续会
根据相关企业研究结果进行论证。

“我国目前采取的加强免疫接种策
略是同源疫苗接种，即使用灭活疫苗完
成全程免疫的还是用灭活疫苗加强，使
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是
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王华庆说。

打加强针有哪些注意事项？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安全性如

何？有哪些注意事项？
王华庆介绍，根据研究结果看，新冠

病毒疫苗加强针发生的不良反应水平没
有超出既往针次出现不良反应的水平。

关于注意事项，王华庆提示，之前选
择灭活疫苗或者腺病毒载体疫苗出现急
性过敏性反应的，后面作为禁忌不能接
种。接种疫苗后要现场留观30分钟，以
评估接种后可能出现的风险。此外，接种
疫苗后要避免剧烈运动，保持平稳生活
状态。

“接种疫苗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第
三剂次接种可能会出现发热、头痛、疲
劳。”王华庆表示，这些都属于一般反应，
不需要专门的治疗，但是假如症状一直
在持续，且症状比较严重，要及时就医。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哪些人打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
不同技术路线疫苗能混打吗？

专家回应焦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近日，
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聚焦 2030 年前碳
达峰目标，对推进碳达峰工作作出总体
部署。

《方案》明确了“总体部署、分类施策，

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双轮驱动、两手发
力，稳妥有序、安全降碳”的工作原则，提
出了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等主要目
标；要求将碳达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和各方面，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行动、节能降碳增效行动等“碳达峰十
大行动”，并就开展国际合作和加强政策
保障作出相应部署；要求加强党中央对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
责任落实，严格监督考核，确保如期实现
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近期，北京市各区陆续开始组织接种过两剂疫苗的居民接种疫苗加强针，构筑
免疫屏障。图为10月25日，在北京市平谷区滨河街道新冠疫苗接种点，医护人员为
接种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