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
新华社巴西利亚 11 月 20 日电

当地时间 11 月 20 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巴西利亚总统官邸黎明宫
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 两国元
首宣布，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
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
中巴命运共同体。

初夏时节的巴西利亚， 天朗气
清。 黎明宫内，绿草如茵，450 名威武
礼兵整齐列队。在 120 名龙骑兵护卫
下，习近平乘车抵达黎明宫前广场。

卢拉总统和夫人罗桑热拉热情
迎接习近平，并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盛
大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中巴两国国歌。 两国元
首一同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中巴儿童
挥舞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 巴西
艺术家用中文演唱《我的祖国》。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
握手致意。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中巴建交

50 周年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
份访问巴西。 刚才卢拉总统为我举
行最高礼遇的隆重欢迎仪式，充分体
现了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
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令我深受感
动。中国和巴西是东西半球两大发展
中国家。 回首过去 50 年， 中巴关系
跨越山海，探索出发展中大国相互尊
重、互利友好、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
之道。 巴西是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的国家、首个同中国建立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 近年
来，在我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两
国日益成为命运与共的可靠朋友、共
促和平的积极力量，中巴关系正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
福祉，也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 壮大了全球南方的力量和声

音，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突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天我们将中巴关

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
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同时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
发展战略对接，这是中巴关系发展的
又一个历史性时刻，彰显了两国关系
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符合两国
人民普遍期待，将为双方推进各自现
代化提供动力支撑，同时也彰显了中
巴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
共同发展的决心。 中方愿同巴方一
道，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
念， 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巴关系内涵，
做相互成就的“黄金搭档”，朝着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公正世界和
更可持续星球的目标不断迈进，为人
类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就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提
出 4 方面建议。

一是命运与共， 不断巩固战略互
信。 在涉及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
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做彼此
信赖的战略伙伴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
协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典范。 加
强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人文交流，
夯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

二是发展与共， 持续深化发展战
略对接。 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
巴西发展战略对接的历史机遇， 深化
经贸、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环保等重
点领域合作，加强航天、农业科技、清
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中方把脱贫攻坚
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支持巴方
“零饥饿”计划，愿同巴方继续加强减
贫合作，让两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

三是担当与共，为维护世界和平
和正义展现中巴力量。 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 坚持说公道话、 办公道
事，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 中方高度重视巴西的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支持巴西在国际
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巴方在联
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
沟通协调，支持巴西明年担任金砖国
家主席国工作，助推“大金砖合作”
高质量发展，就坚持多边主义、完善
全球治理发出更加响亮的金砖声音。

四是休戚与共，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中巴贡献。 中巴作为发
展中大国， 要带头共商共议， 推动

“同球共济”， 合力应对关乎人类前
途命运的全球性挑战。 加强在绿色
转型、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合作。 中方愿
支持巴西办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

习近平指出，10 年前，我在巴西
利亚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共
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推动中拉关系
进入了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
的新时代。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继续
办好中拉论坛，将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展优势
和需求更好对接，推动中拉命运共同
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卢拉表示， 巴中是相互尊重、相
互依赖的好朋友，中国是巴西最重要
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人民是巴西人
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今年是巴中建
交 50 周年，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
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再次对巴西进行
国事访问。 刚才欢迎仪式上，我特地
安排巴西艺术家演唱著名中文歌曲
《我的祖国》，以此感谢中方对我去年
访华的盛情接待并表达巴西人民对
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过去 50年，巴
中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巴方期
待以习近平主席访问为新起点，推动
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新成

果，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
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巴西正在大
力推进“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计
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发展战
略，这些同中方“一带一路”倡议高度
契合，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极
大助力巴西再工业化进程，促进南美
一体化建设，树立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双方工作组要
加紧探讨并推进基础设施、 金融、产
业链、科技、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合
作。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巴西投资合
作。 巴方期待提升同中国互联互通和
物流水平，促进巴中和拉中共同发展
繁荣。 巴方反对“新冷战”，主张推进
世界多极化和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全球伙伴关系，愿同中方继续深化
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
边框架内沟通协作， 提升全球南方在
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巴方
也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多边协作， 为推
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作
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已
成为巴中关系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开
启巴中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携
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
中巴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
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加
速增长计划”“巴西新工业计划”“生
态转型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
划”对接的合作规划》。

访问期间， 双方还签署了经贸、
投资、农业、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科技、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合作等领
域 30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⑩9

近期， 多部门加大助企帮扶力
度，积极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举措。
存量政策叠加增量政策协同发力，企
业获得感如何？ 如何提高政策措施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让企业得到更多
实惠？ 记者近期深入多地采访。

精准扶持经营主体发展
记者走访中，一些中小企业反映

竞争压力大，面临订单不足、需求疲
软、融资难等挑战。

“着力解决小微经营主体在生产
经营中面临的实际困难”“积极为中
小企业提供人才引进、融资对接、数
字化赋能等一站式服务，切实帮助企
业降本、增效、提质”……近期，市场
监管总局、工信部、金融监管总局等
部门围绕助企帮扶推出一系列政策
“组合拳”，积极回应经营主体关切。

针对量大面广的个体工商户，市
场监管总局加强政策精准供给和梯
次帮扶培育，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分
型分类“个体工商户名录库”，推动
各地在减免税费、 缓缴社保水电气
费、稳岗创业、金融支持等方面提供
“真金白银”的支持。

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工信部

完善“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
体系，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特
色产业集群发展。

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面临的堵点
和卡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与金融监管总
局牵头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协调
机制，让更多金融活水流入小微企业。

受益于一揽子政策逐步发力显
效，中小企业信心增强。 工信部构建的
中小企业运行指数显示，10 月份指数
位于荣枯线以上，生产销售等多项指标
积极改善；10 月份中小企业生产指数
为 50.7%，连续 6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有力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持

续实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先进制
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科技成果转
化税收减免等政策，完善对制造业企业
技术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今年以
来，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推进。

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现行政策中支持科技创
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
费及退税 20868 亿元。

鼓励平台把流量低价甚至免费
提供给中小商家，市场监管总局引导

网络交易平台加大对企业商户的支
持，重点向农产品经营主体、特色经
营主体和新入驻经营主体倾斜，通过
平台让利，培育中小商户发展。

涉企收费问题关系企业核心利
益，治理乱收费、乱罚款是为企业减负
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
深入开展涉企乱收费治理， 重点对科
技创新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反映的突出
问题开展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安徽省持续加强涉企收费监测
监管，动态掌握企业负担情况，及时
发现涉企违规收费线索；黑龙江省健
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
款清偿机制……今年以来，多地着力
整治涉企违规收费，推动各项优惠政
策和减税降费政策落细落实落到位。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我们公司新引进一艘船， 正在

船厂装修。 我们担心后厨装修不符合
要求，希望工作人员能到现场进行指
导。 ”日前，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市场
监管局甬北市场监管所收到来自老
外滩水上四季餐饮店负责人李先生
的留言。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立即赶赴
现场，对正在装修的船体进行后厨勘

察及装修指导，指导企业按照《食品
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要求对后厨重点
区域进行装修，减少返工消耗。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针对妨碍市场公平准入、限制企

业跨区迁移等问题，有关部门提出切
实有效措施，便利企业发展。

“只填了新地址， 政府就帮我们
把啥子都搞定了！ ”重庆锦似春商贸
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女士说，公司准备
迁移城区，为执照、税务、社保等迁
移多预留一个月时间，没想到“迁移
一件事”可以把公司的执照、税务、
社保等一齐办结，连房租都省了。

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
引、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今年以来，
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制度举措，深入
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为更多企业创造
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四季度是冲刺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的关键期。 以更大力度完善
和落实助企帮扶政策，设身处地为企
业出实招解难题，政策的暖风将更大
力度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⑩9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王雨萧
岳德亮）

助企“政策包”如何让企业减负担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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