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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书面演讲强调

中国将坚定不移
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新 华 社 曼 谷 11 月 17 日 电
当地时间 11 月 17 日下午， 国家主
席习近平应邀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
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
《坚守初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太合
作新篇章》书面演讲，强调中国将坚
定不移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为
亚太稳定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习近平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到十
字路口。 世界向何处去？ 亚太怎么
办？ 我们必须给出答案。 过去几十
年，亚太成员经济发展取得了不凡成
就，亚太经济合作为地区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有效提升了人民福祉。 经验
弥足珍贵，初心需要坚守。

要走和平发展之路。摆脱了冷战
阴霾，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小经济体步
入奔向现代化的快车道，“亚太奇
迹”才应运而生。 亚太地区不是谁的
后花园，不应该成为大国角斗场。 任
何搞“新冷战”的图谋，人民不会答
应，时代不会允许！

要走开放包容之路。 几十年来，
亚太经合组织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坚持多样性、非歧视原则，构筑了包
容普惠的地区合作架构。正是凭借这

种胸襟和格局，亚太地区才得以在区
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走在时代前列。阻
滞甚至拆解亚太地区长期形成的产
业链供应链，只会使亚太经济合作走
入“死胡同”。

要走和衷共济之路。 长期以来，
亚太地区坚持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
在合作中形成共同体意识，成为实现
不断发展的深厚根基。 要加强合作，
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推动亚太经济
走在世界经济复苏前列。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我们要
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因应时代挑
战， 坚定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共同开拓发展新局面，构建亚太命运
共同体。

第一，筑牢和平发展的根基。 遵
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树立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
同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搭建亚
太安全架构。

第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 注重在经济发展中保障民生，培
育包容性发展环境。亚太发达经济体
要积极支持发展中经济体， 构筑团
结、平等、均衡、普惠的新伙伴关系。

第三， 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格
局。 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全面
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
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相互衔接，构
建开放型亚太经济。

第四， 实现更高层次的互联互
通。以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为
指引， 有序推动硬件联接、 软件对
接、人员往来。 中国将积极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同各方发展战略对接，
共同建设高质量亚太互联互通网络。

第五，打造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
应链。 遵循经济规律， 坚持市场原
则，打造便利、高效、安全的亚太产
业链供应链。 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

第六，推进经济优化升级。 加速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培育新经济、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实现亚太经济
数字化转型。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拓
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加快构建亚
太绿色合作格局。

习近平深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 指出中

国 14 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
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 中国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使中等收入
群体在未来 15 年超过 8 亿，推动超
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 中国将继续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加大对全
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 推进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
体。 中国将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水平， 弘扬全人类共同
价值，为世界文明朝着平衡、积极、
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助力。 中国将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中
国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
求自身发展， 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
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受益于
亚太，也用自身发展回馈亚太、造福
亚太。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为亚太稳定繁荣作出更
多贡献。希望工商界朋友积极促进经
济合作，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为亚太和世界发展繁荣贡
献正能量。 ⑩1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张崇防）

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二十条优化措施热点问答之一

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取消入境
航班熔断机制， 将风险区调整为

“高、低”两类，纠正核酸检测“一天
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做法，加
快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物储备……
二十条优化措施公布后，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

各地相继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
风险区如何划定？ 密接、时空伴随等
怎样判定？ 坚持做核酸有无必要？ 聚
焦落实过程中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
权威回应。

问题一：二十条优化措施是否意
味着放松防控？是否会加大疫情传播
的风险？

答 ： 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是放
松防控，更不是放开、“躺平”，而是
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和新冠病毒变
异的新特点， 坚持既定的防控策略
和方针，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
精准性。

这些调整，是基于多地疫情防控
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相关评估数据作
出的。 近三年来，我国根据全球疫情
形势和病毒变异情况，结合我国疫情
防控实践经验，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
控措施。 每一次调整优化，都经过反

复研判、 科学论证， 确保积极稳妥、
风险可控。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稳中求进、走
小步不停步、符合我国国情、更加科
学精准的举措。 这些调整要求更规
范、更快速地开展防控，把该管住的
重点风险管住、 该落实的落实到位、
该取消的坚决取消， 充分利用资源，
提高防控效率。

问题二：有群众反映 ，其所在地
方提出 “社区暴发地区”“社区传播
明显地区”等，二十条优化措施提出
后，风险区如何划定？

答 ： 二十条优化措施将风险区
由“高、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
两类， 在科学精准管控风险区域的
前提下， 最大限度减少管控范围和
人员。

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实践应
用以及今年 7、8 月份的评估， 中风
险区的阳性检出率约为 3/10 万，风
险极低。为尽可能减少管控区域和人
员，取消了中风险区的划定。

根据二十条优化措施，原则上将
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
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
区域划定为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一般
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

扩大；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
的其他地区划定为低风险区。高风险
区连续 5 天未发现新增感染者，降为
低风险区。符合解封条件的高风险区
要及时解封。

问题三：有群众反映 ，目前有密
接、时空伴随等多种判定。 不同判定
应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措施？

答 ： 密接是密切接触者的简
称， 一般指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症状出现前 2 天开始， 或无症状
感染者标本采样前 2 天开始 ，与
其有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
护的人员。 第九版防控方案共列
举了 9 种密接人员类型， 包括共
同居住人员等。

二十条优化措施中明确， 对密
切接触者，将“7 天集中隔离+3 天居
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调整为“5 天
集中隔离+3 天居家隔离”， 期间赋
码管理、不得外出。 同时要求，及时
准确判定密切接触者， 不再判定密
接的密接。

时空伴随人员是涉疫场所的暴
露人员。 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对于
这类人员要求在流调以后进行“三天
两检”，及时排查。

不论是哪种管控方式，管控时间

都是以人员末次暴露的时间开始计
算。 对于管控的时间，起始时间应该
以判定为末次暴露的时间为准，而不
应该以追踪到这个密接的时间开始
算起。

问题四：当前，有的城市减少核
酸检测点位的同时，要求出入公共场
所出具核酸阴性证明 。 不少群众关
心：是否需要坚持做核酸检测？

答：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发生
疫情以后，基于流调研判，明确传播
链清晰，没有发生社区传播，无须开
展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只需对风险区
域和重点有感染风险的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开展快速疫情处置。

二十条优化措施进一步强调，没
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严格按照第九版
防控方案确定的范围对风险岗位、重
点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不得扩大核酸
检测范围。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只在感染来源和传播链
条不清、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疫情底
数不清时开展。

二十条优化措施还要求，制定规
范核酸检测的具体实施办法，重申和
细化有关要求，纠正“一天两检”“一
天三检”等不科学做法。 ⑩1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