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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拟对以下资产进行处置，现公告
如下：

1.拟对多伦绿满家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9月30日，该债权
总额为 15,119.97 万元（最终处置债权将以
处置时点数据为准）。债务人位于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该债权由重庆市牧牛源牛肉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瑞达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毛良模、崔利惠、毛才楠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以多伦绿满家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位
于多伦县大河口乡大孤山村小孤山渔场总面
积 276,601.3㎡（415亩）的综合用地提供抵
押担保。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
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李女士 马先生 高先生
联系电话：0471-2830317

0471-2830323
0471-2830321

电子邮件：licaihong@cinda.com.cn
mawenzhe@cinda.com.cn
feigao@cinda.com.cn

2.拟对宁城县金川矿业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至2019年9月30日，该债权总额
为1,505.52万元（最终处置债权将以处置时
点数据为准）。债务人位于赤峰市宁城县。该
债权由王兴文、张书艳、王兴明、郑利清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宁城县金川矿业有限公司
所有的铁矿采矿权作为抵押。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
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李女士 高先生 马先生
联系电话：0471-2830317

0471-2830321
0471-2830323

电子邮件：licaihong@cinda.com.cn
feigao@cinda.com.cn
mawenzhe@cinda.com.cn

3.拟对鄂尔多斯市鄂绒皇绒业有限责任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8月31日，
该债权总额为1,420.99万元（最终处置债权
将以处置时点数据为准）。债务人位于鄂尔多
斯市。该债权由安路平、杨颖、黑文化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割
舍壕2号街坊东楼780-2及 780-3号，建筑
面积共计2,652.04平方米的商业房产提供抵
押担保。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
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李女士 张先生 林女士
联系电话：0471-2830317

0471-2830337
0471-2830327

电子邮件：licaihong@cinda.com.cn
zhangjiaqi@cinda.com.cn
linhongxia@cinda.com.cn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
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
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的主体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上述资产的详细情况可登录我公司对外
网站查询，网址为：www.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
59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283031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
fukaiq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应尼泊尔总统比迪亚·德维·班达
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于 2019年 10月 12日至 13日对尼泊
尔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班达
里总统，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举行会谈，
并出席班达里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两国领导人在真诚友好的气氛中，就
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一、双方满意地指出，1955年建交
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尼关
系始终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堪称不
同大小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典范。双
方一致认为，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世
代友好、全面合作是两国关系主要特
点。

当前，两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
契机，全面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携手
迈向共同繁荣，积极致力于本地区和
平、稳定与发展，两国关系进入新阶
段。双方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联合国宪章》及睦邻友好原则基础
上，将“中尼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
关系”提升为“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
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双方同意，相互尊重独立、主权
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彼此关切和核心
利益，坚持睦邻友好，深化全面双赢合
作，实现互利互惠，共谋稳定和发展。

尼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决不允许利
用尼泊尔领土从事任何反华分裂活
动。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尼泊尔维护
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
和尊重尼方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
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三、中方祝贺尼泊尔完成历史性
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转型，经济
社会取得快速发展，相信尼泊尔人民
将团结一心，朝着“繁荣尼泊尔、幸福
尼泊尔人”的美好愿景不断迈进，实现
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快速发展。
中方表示愿继续同尼方开展治国理政
经验方面的互动。

尼方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钦佩70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奇
迹，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
续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双方强调，高层交往对两国关系
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双方将保持高
层交往势头，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政
府、议会、政党各层级交流与合作。

五、双方同意加快落实两国政府
《关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加强口岸、公路、铁
路、航空、通信等联系，共同打造跨喜
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从而有力
地帮助尼方实现其发展议程，包括尽
早摆脱最不发达国家的身份、于2030
年之前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并同期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忆及 2018年 6月 21日签署的两
国关于铁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
同意根据2019年10月13日签署的合
作备忘录开展吉隆至加德满都跨境铁路
项目可行性研究，为启动项目建设奠定

重要基础。双方还重申就加德满都－博
克拉－兰毗尼铁路项目开展合作。

双方欢迎樟木口岸恢复货运功
能，将完善吉隆口岸各项功能，尽快开
通里孜－乃琼口岸并在尼方一侧建设
必要设施。

双方将继续落实好借道运输议定
书和过境运输议定书。双方同意将在
对阿尼哥公路长期保通的基础上，根
据优先次序就分阶段实施该公路升级
改造开展合作。中方愿尽快启动沙拉
公路修复项目。

双方意识到提升两国互联互通水
平的重要性，同意就吉隆至加德满都
沿线隧道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积极开
展合作。

中方注意到尼方提出戈西公路中
的吉马塘卡至拉古瓦加特段公路建设
请求，同意考虑在未来开展该项目合
作，并要求尼方提交项目建议书。

双方重申在 2018年 6月 21日中
尼联合声明达成的共识，即为创造就
业、改善民生并促进经济增长，双方将
研究就戈西、甘达基和卡纳利三条南
北经济走廊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中方将对尼方进行铁路、道路及
隧道工程及内陆水道及航运方面的技
术人才培训提供帮助。

双方对两国民航主管部门就扩大
航权安排达成一致表示欢迎，愿鼓励
两国空运企业在该安排框架下开辟更
多直航航线。双方将密切配合，推动
博克拉国际机场早日建成投入使用。

双方积极评价中尼跨境光缆的开
通，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信息通
信领域互利合作。

六、双方同意深化贸易、旅游、投
资、产能、民生等经济领域合作，促进
共同发展。

双方将在中尼经贸联委会框架下，
建立投资合作工作组和常秘/副部级或
其指定代表组成的贸易畅通工作组，促
进双边贸易投资往来。中方欢迎尼方
参加将于2019年 11月在上海举行的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家展。

为增进两国贸易关系，双方将进
行全面探讨。中方将采取积极措施，
帮助尼泊尔产品扩大对华出口。中方
愿考虑为尼方建设多功能实验室提供
必要技术支持，并为塔托帕尼边检站
全面发挥作用提供必要合作。为促进
两国贸易投资，尼方将为中资银行在
尼泊尔开设分支机构并开展其他金融
服务提供便利。双方将尽快履行国内
手续，争取中尼过境运输议定书早日
实施。

双方欢迎签署关于尼泊尔柑橘输
华植物检疫要求的议定书，并同意尽
早签署关于食品进出口安全合作谅解
备忘录。

双方将继续按照“企业主体、商业
原则、市场导向、国际惯例”原则开展
产能与投资合作。

双方将在 2018年 6月 21日签署
的《关于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基础
上，充分利用中尼能源联合工作组的
平台，开展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等
新能源以及电网等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双方同意联合开展中尼电力合作
规划，并在一年内完成规划编制工
作。双方同意，将中尼电力合作规划

作为下一步两国电力合作的重要参
考，推动中尼电力务实合作落地。

尼方对中方为尼泊尔发展提供的
宝贵支持，以及为尼泊尔2015年地震
后重建提供的及时、主动和慷慨的帮
助深表感谢。

中方高度重视尼方为纪念已故人
民领袖马丹·班达里，希建设马丹·班
达里科技大学的愿望，愿在尼方选定
适宜校址后尽快提供支持。双方将在
中方考察工作组提交的报告基础上继
续商谈。

中方愿加快推进加德满都供水水
质改善与提升等项目。

七、中方注意到尼方提出的综合发
展计划，包括将散居喜马拉雅山的尼泊
尔民众异地搬迁。中方愿向尼方分享
经验并考虑就此同尼方开展合作。

八、考虑到珠穆朗玛峰是中尼两国
友谊的永恒象征，双方愿推进气候变
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双方将
共同宣布珠峰高程并开展科研合作。

九、双方对签署边界管理制度协
定表示满意，认为该协定将有效提升
两国边界管理与合作水平。双方对签
署中尼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表示满意，
希望早日缔结中尼引渡条约。双方同
意进一步加强执法机构信息交流、能
力建设和培训合作。未来三年中方将
为尼方每年培训100名执法人员。本
着加强安全领域合作的目的，双方将
继续加强安全人员互访、联演联训、救
灾减灾、人员培训等领域交流合作。

十、双方同意加强教育、文化、旅
游、传统医药、媒体、智库、青年等领域
不同层级的交流与合作。中方将向尼
方提供 100个孔子学院奖学金名额。
中方支持尼方举行 2020尼泊尔旅游
年活动，欢迎尼方参加在华举行的旅
游交易会，愿为尼方扩大在华旅游宣
介提供便利。中方将于 2020年在尼
泊尔举办第九届“中国节”和第四届加
德满都文化论坛，继续发挥尼泊尔中
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对中
尼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促进作用。欢迎
中国南京市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市、中
国西安市和尼泊尔布特瓦尔市结为友
好城市。

十一、中方同意尼方在中国四川
省成都市设立总领事馆。

十二、双方同意为两国间的现存
机制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进一步加强
两国关系，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

十三、双方同意在联合国等多边
机制内加强合作，维护广大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双方就促进和加强地区
事务合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并
同意相互支持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问
题。双方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
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十四、双方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尼泊
尔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中尼关系迈
入新时代，是两国友好合作史上的重
要里程碑。中方对尼泊尔政府和人民
给予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诚挚感谢。

习近平主席诚挚邀请尼泊尔领导
人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再次访问中国。
双方将通过外交渠道保持沟通。

（新华社加德满都10月1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
（2019年10月13日 加德满都）

新华社加德满都 10 月 13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 13日在加德满
都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

奥利表示，尼方坚定支持中国维

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原则，坚决反对也决不允许任何势
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反华分裂活
动。

习近平强调，任何人企图在中国
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
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只
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

习近平：任何分裂中国企图
都是痴心妄想

新华社加德满都 10 月 13 日电
2019年 10月 11日至 13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
二次非正式会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
问。行程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国内刚刚隆重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习近平主席又踏上新的
外交征程，到访南亚、经略周边、运筹全
局。三天两夜时间里，习近平主席不辞
辛劳出席多场活动，既有隆重热烈的国
事活动，也有不拘形式的深度晤谈。习
近平主席从历史角度审视、从战略高度
引领、从现实层面规划中国与两国关系
的长期发展。两国高度重视，给予习近
平主席隆重热烈欢迎，当地民众倾城出
动，载歌载舞。访问内涵丰富、成果丰
硕，为中国同印度、尼泊尔关系注入了
新动力，为南亚睦邻友好搭建了新平
台，为区域务实合作开辟了新前景。国
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普遍认为这是一次
具有重要历史性意义的访问。

一、增进中印战略互信，开拓共处
共赢之道

王毅说，高层战略引领是中印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保障。
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
在武汉成功会晤，引领两国关系步入健
康发展的新阶段。莫迪总理盛情邀请
习近平主席赴印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
次非正式会晤，精心挑选金奈这座历史
文化名城作为会晤地点并亲自部署安
排，习近平主席如约而至。从长江之畔
到印度洋边，从武汉会晤到金奈论道，
两国领导人闲庭信步、纵论天下，为中
印关系发展把舵定向。

加强了深层次战略沟通。此行习
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进行了长时间深
入交流，谈及中印并肩争取民族独立和
解放的经历，说起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创举，讲到携手实现“中国
梦”、“印度梦”的宏愿。习近平主席强
调，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印作为两个人口大国、两个最大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均处于国家
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合作潜力
巨大、空间广阔。两国关系超越双边范
畴，具有重要和深远战略意义。中印应
该作和谐相处的好邻居、携手前行的好
伙伴。实现中印“龙象共舞”是双方唯
一正确选择，最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最符合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
荣。双方要就重大问题及时沟通，尊重
彼此核心利益，逐步寻求理解，不断化
解分歧。中方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
望印度发展得好。莫迪总理高度赞赏
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表示进入21
世纪，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离不开印中
合作，两国不仅要面对历史，更要超越
过去，开辟未来。双方应照顾彼此重大
关切，有效管控和处理分歧，不让分歧
成为争端，发展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
开启印中关系的新时代。

推动了各领域互利合作。习近平
主席同莫迪总理就深化扩大务实合作
提出明确目标和清晰思路。决定设立
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加强经济发展战
略对接，探讨建立制造业伙伴关系，推
动双边贸易平衡可持续增长。同意拓
展“中印+”合作，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建
设，同各方一道尽早达成“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面对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抬头，双方一致同意，将在二十
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俄
印等多边机制框架内加强协调，旗帜鲜
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多边
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

促进了文明间交流互鉴。习近平
主席在莫迪总理陪同下参观印度文明
古迹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莫迪
总理亲自讲解。从菩提达摩到少林禅
宗，两位领导人追溯中印文明互学互鉴
渊源，擘画两国人文交流对话蓝图。习
近平主席指出，中印都是拥有几千年历

史的文明古国，交流互鉴绵延至今。中
印要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人文交
流，共同倡导和促进不同文明对话交
流，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莫迪总理对
此完全赞同，表示两国文明古老深刻，
其中蕴含的智慧可以为解决当今世界
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启示。习近平主
席这次访问拉紧了两个文明古国之间
的纽带。双方同意，办好2020年“中印
人文交流年”，举行70场活动庆祝两国
建交70周年。

两位领导人都积极评价此次会晤
成果，同意继续保持这种有益和富有成
效的战略沟通。莫迪总理接受习近平
主席邀请，将再次赴华举行会晤。

二、深化中尼传统友好，拉紧相近
相亲纽带

王毅说，中尼建交半个多世纪以
来，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
持，成为不同大小国家和睦相处的典
范。尼泊尔是中国在南亚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伙伴，历届政府均对华友
好。尼泊尔刚刚完成政治转型，国家稳
定发展迎来新机遇。尼方多次盛情邀
请习近平主席往访，热切期待加强对华
合作，助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
主席此访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23年再
次访尼，同尼方领导人共同规划双边关
系未来发展，见证签署了涉及国计民生
各领域的20份合作文件，为中尼世代
友好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两国关系定位迈上新高度。习近
平主席同班达里总统共同宣布，将本着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精神，建立中尼面
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这一新定位不仅为两国关
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赋予中尼关
系更重要的地区影响。习近平主席指
出，中尼要把打造命运共同体作为两国
关系发展长远目标。中方尊重尼方自
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尼方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正当权益，愿同
尼方维护共同安全，加强多边领域沟通
协调。班达里总统、奥利总理、尼泊尔
共产党联合主席普拉昌达、尼泊尔大会
党主席德乌帕等尼方领导人一致表示，
尼中是亲密无间、患难与共的伙伴。两
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只有友好和合
作。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
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反华
活动。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尼方都
将坚定奉行积极友好的对华政策。我
们深感，中尼友好具有深厚民意基础，
已成为尼泊尔各党派、各界别的高度共
识，历久弥坚。

互联互通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
平主席同尼方领导人商定，将中尼共建

“一带一路”同尼泊尔打造“陆联国”的
国策对接，通过口岸、道路、铁路、航空、
通信等方面联通工程，加快构建跨喜马
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双方宣布启
动中尼跨境铁路可行性研究，朝着“天
堑变通途”的梦想迈进了一大步。尼泊
尔各界认为，尼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加强互联互通，让尼方看到从“陆锁国”
变成“陆联国”的希望；跨喜马拉雅立体
互联互通网络将拉紧尼中联系纽带，助
力尼方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枢纽作
用，不仅便利两国，而且造福地区。

睦邻友好合作收获新硕果。习近
平主席指出，双方要构建全方位合作格
局，重点加强贸易投资、灾后重建、能
源、旅游四大领域合作。尼泊尔水能资
源总蕴藏量巨大，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方
愿分享水电开发经验。中方承诺继续
支持尼泊尔灾后重建，为当地民生改善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双方同

意扩大教育、青年、地方等领域交流合
作，增进民心相通。珠穆朗玛峰是中尼
友谊的象征，两国将围绕珠峰开展应对
气候变化、生态旅游等合作，打造双方
合作新亮点。

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地区
共同发展

王毅说，近期印巴两国关系紧张，
地区局势动荡紧张，引发国际社会高度
关注。印巴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方
希望两国管控好分歧，改善相互关系。
习近平主席启程南亚之行前夕，在北京
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听取巴
方看法主张。在金奈，习近平主席同莫
迪总理就地区形势深入沟通，鼓励各方
通过对话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习近
平主席强调，中方真诚期待中印关系
好、中巴关系好、印巴关系也好，大家携
手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共同实现发展
繁荣。习近平主席还就推动加强“中
印+”合作阐述中方主张，强调可在现有

“中印+阿富汗”合作基础上，逐步将这
项合作向南亚其他国家及东南亚、非洲
拓展。指出中印应该在地区互联互通
建设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打造更加畅通
的互联互通网路。双方还要共同努力，
为尽早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作出贡献。两国领导人就此形成了
积极共识。王毅说，中方愿与南亚所有
国家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中印关系、中
巴关系以及中国同其他南亚国家的关
系各有历史渊源和自身特点，可以并行
不悖，共同发展，互不针对第三方，也互
不受第三方影响。

四、分享中国成功经验，展现中国
光明前景

王毅说，国际社会持续热议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关注中国成功故事及其世
界意义。访问期间，印度、尼泊尔领导人
再次向习近平主席致以热烈祝贺，表达
对中国70年来取得辉煌成就的由衷钦
佩。习近平主席精辟阐述中国成功发展
的经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同
外方就治国理政进行深入交流。

习近平主席指出，过去70年，中华
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
迹。这是一条不平凡的路，有鲜花和掌
声，也伴随着坎坷和挑战。不管外部情
况如何变化，有什么样的杂音，我们都
会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一个
稳定、开放、繁荣的中国将始终是世界
发展的机遇。两国领导人表示，中国的
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自强的典范，给两
国、南亚地区及世界和平繁荣带来重大
机遇，中国的发展崛起不可阻挡。莫迪
总理表示，印中两国都处在民族复兴的
进程，面临许多相似挑战，印方愿借鉴
中方在脱贫、生态文明建设、反腐等方
面的成功作法。尼方更期待从中国取
得的巨大成功中汲取有益经验，相信中
国能够帮助尼泊尔实现“繁荣尼泊尔、
幸福尼泊尔人”的愿景。

王毅最后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是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又一次成功实践。喜
马拉雅山脉将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相
隔，但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习近
平主席以真心交朋友，以诚心化分歧，
以恒心促合作，体现了将天堑变通途、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担
当。我们将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
思想，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加
强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团结
合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
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
良好的周边和外部环境。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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