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建设中的贵南高铁桐子园
双线特大桥（5 月 16 日摄，无人机照
片）。5 月 16 日，在位于贵州省贵定
县境内的贵南高铁建设施工现场，中
铁广州局建设者们正加紧施工，为贵
南高铁早日建成通车而努力。贵南
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
通道包头至海口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设计时速350公里。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贵南高铁加紧建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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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记者 朱超）针对七国集
团外长会 14 日发表公报多处谈及涉华议题，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16 日表示，中方在涉港、涉疆、台湾、涉海等问题上
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已向七国集团主席国表明坚决反
对。中方敦促七国集团尊重中国主权，停止以任何形式污
蔑抹黑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作上
述表示的。

“七国集团外长会这份所谓公报长篇大论，无视中方
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恶意污蔑抹黑
中国，并再次借俄乌冲突等对中方施压，言辞荒谬，不值一
驳。”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中方敦促七国集团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中国主权，停
止以任何形式污蔑抹黑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不要以“家
法帮规”霸凌他国。

赵立坚说，中方敦促七国集团真正着眼世界和平与发展，
停止搞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停止动辄派军机舰船到别人家门
口耀武扬威，停止动辄到别国搞“颜色革命”，停止动辄非法制
裁他国或搞长臂管辖，停止编造、散布关于中国的谎言和谣言。

他说，中方敦促七国集团承担自身责任，履行应尽的
国际义务，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全球治理，加强同联
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合作，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和
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抱守冷战思维和
意识形态偏见，大搞“小圈子”集团政治，人为制造对立和
分裂，唯恐天下不乱。

外交部

：敦促七国集团停止

以任何形式污蔑抹黑中国

□新华社记者 郑良 庞梦霞 赵雪彤

今年以来，我国纺织鞋服产业遭遇
疫情多点散发、部分订单转移等冲击。
近日，记者在两个千亿级纺织鞋服重镇
福建泉州晋江市、福州长乐区蹲点采访
发现，面对严峻挑战，企业迎难而上，发
挥产业集群优势，千方百计稳住生产，拓
展市场，大力创新增强竞争力，正逐渐迎
来市场的回暖。

稳生产：“机器的轰鸣声让人踏实”
今年 3 月中旬，福建泉州暴发新一

轮本土疫情，历时一个多月，给企业生产
经营带来不小的影响。记者走访发现，
企业正全力以赴恢复生产，力争把失去
的时间“抢回来”。

走进泉州晋江卡尔美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成衣车间，一条条智能生产线高速
运转，分发、锁边、压线、熨烫、质检⋯⋯
200 多名工人正在紧张工作。

“公司有 3 个厂区，1200 多名工人，
全部开足马力生产，机器的轰鸣声让人
踏实。”公司负责人柯永祥说。

“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停工。”信泰集
团总裁蔡清来告诉记者，公司未雨绸缪，

备好能维持 1 个多月的原辅料，疫情发
生后，1000 多名工人闭环住在厂区，在
落实各项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开工生产，
疫情期间也维持了 80%左右的产能。

晋江市工信局局长林永红告诉记
者，目前全市规上企业 100%复工，工业
用电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为帮助中小企业降低原料成本，晋
江、长乐等地政企协力，搭建集中采购平
台。长乐“辅布司”平台负责人高勇介
绍，该平台能为花边厂集采纱线，并通过
人 工 智 能 等 技 术 为 内 衣 厂“ 一 键 找 花
边”。曾有内衣厂在平台“拼单”，跨区域
采购，成本降低约 15%。

拓市场：“产业集群优势是最大底
气”

当前，随着东南亚国家复工复产的
推进，国内纺织鞋服企业面临新的外部
环境。

“一方面，部分欧美国家订单转移到
东南亚，另一方面，东南亚鞋服生产企业
对上游面料、鞋材等需求增加，对我们而
言其中也有机会。”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劲煌说。

记者在多家企业工厂车间看到，来
自长乐、晋江工厂的纱线、面料、鞋底、鞋

面等，源源不断装箱、发货、出海⋯⋯
“中 国 纺 织 鞋 服 产 业 经 过 数 十 年

积累，形成了化工、面料、织造、辅料、
制 造 等 完 整 的 产 业 链 条 ，产 业 集 群 优
势明显，这是我们应对挑战的底气。”
蔡清来说。

龙头企业的复工复产也带动了上
下游中小企业复苏。晋江英林镇是中
国泳装出口重镇，近年来，受国内外疫情
影响，海外订单减少。在当地党委政府
牵线下，安踏等龙头企业与英林泳装企
业合作，通过品牌授权、代工、合资经营
等方式，帮助其拓展国内市场，稳定了上
下游 5 万多个就业岗位。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
光告诉记者，市场需求暂时减少，公司就
想办法研发冰敷产品、亲肤面料、防晒面
料等，以技术创新改变产品特性，创造需
求。

争创新：“大浪淘沙勇者胜”
在三六一度公司的创新实验室，研

创中心主任魏书涛向记者展示了公司新
近推出的“百叶窗仿生材料”T 恤。“这种
仿生材料接触汗水后，会自动打开形成
通风孔，实现快速通风透气。”

研发这款产品历时 3 年多。在魏书

涛看来，“国货热”背后是消费升级需求，
企业只有不断研发创新，推出更多高品
质、有科技含量的产品，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

晋江市科技局局长蒋家兴说：“企业
越 来 越 重 视 研 发 创 新 ，每 年 投 入 增 长
25%以上，这是近年来纺织鞋服企业最
为显著的变化，市场也对企业的创新给
予了丰厚回报，越来越多‘黑科技’产品
热销。”

在长乐，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
以工业互联网赋能传统纺织业正成为越
来越多企业的共识。走进福建永荣锦江
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排纺织
机忙碌运转，仅有几名工人在操作。永
荣集团负责人介绍，通过自动化、现代化
的装备改造，可节约人工和土地成本六
至七成，每年节约生产成本近 2500 万
元，同时产品质量优等率提升 3%。

2021 年 ，长 乐 规 上 纺 织 企 业 产 值
2384 亿元，晋江规上鞋服企业产值约
2704 亿元。“产业优势仍在，市场前景可
期，大浪淘沙勇者胜，练好内功，以竞争
优势拓展更大市场。”恒申集团董事长陈
建龙说。

（新华社福州 5 月 16 日电）

稳 生 产 拓 市 场 争 创 新
——来自千亿级纺织鞋服重镇福建晋江、长乐的一线观察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记者16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1个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携手行动”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2025
年）的通知》，明确将通过部门联动、上下
推动、市场带动，促进大中小企业创新
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
链、人才链全面融通，着力构建大中小企
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

通知提出，到 2025年，引导大企业
通过生态构建、基地培育、内部孵化、赋
能带动、数据联通等方式打造一批大中
小企业融通典型模式；激发涌现一批协
同配套能力突出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通过政策引领、机制建设、平台打造，推
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

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有力支撑产业链供
应链补链固链强链。

通知明确了打造大中小企业创新
链、巩固大中小企业产业链、延伸大中小
企业供应链等7项重点任务。其中提出，
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品牌、设计
研发能力、仪器设备、试验场地等各类创
新资源要素。推动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库、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梳
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业链图谱，
按产业链组织与大企业对接，助力中小
企业融入大企业产业链。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将进一步推动大企业加强引领带
动，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
补链固链强链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产业
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11 部门部署开展“携手行动”
促 进 大 中 小 企 业 融 通 创 新

5 月 16 日，在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一家海洋食品出口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在流水线上加工各类鱼肉制品。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尤其是 4 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
击，但总体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转型升级、高质量
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 新华社发

4 月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拉萨市实验小学东城分校小学生在享用营养午餐。由于拉萨市城关区部分
小学未修建食堂，为此城关区于 2020 年 8 月投资修建中央厨房。经过一年半时间
的修建、调整、试运营，中央厨房于 2022 年 3 月开始正式向多家小学配送餐食，目
前有 6 所无食堂小学约 12000 名小学生已经吃上该中央厨房提供的营养午餐。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营养午餐惠及万余名拉萨小学生
5 月 16 日，居民

在北京市朝阳区八
里庄街道城市华庭
社区的核酸筛查点
参加核酸检测。为
尽快筛查出社会面
隐 匿 病 例 ，北 京 市
从 5 月 16 日开始在
东城 、西城 、朝阳 、
海 淀 、丰 台 、石 景
山 、房山 、通州 、顺
义 、昌平 、大兴 、经
开区 12 个区继续进
行三轮区域核酸筛
查。门头沟、平谷、
怀柔、密云、延庆 5
个生态涵养区进行
常态化核酸检测。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北京北京：：55 月月 1616 日起日起 1212 区继续开展三轮核酸筛查区继续开展三轮核酸筛查

据新华社台北 5 月 16 日电 （记
者 岳夕彤 何自力）台湾地区连续 5
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逾 6 万，疫情
仍未见峰值。每日本土确诊人数居高
不下，“居隔潮”波及越来越多民众。而
自 17 日起，台湾密切接触者防疫措施
将再松绑，从“3+4”调整为“0+7”模式。

台湾地区4月26日将密切接触者居
家隔离从“10+7”调整为“3+4”模式，即3

天居家隔离接续 4天自主防疫。5月 16
日，台疫情指挥中心公布“517新制”，匡列
密接者仅限于确诊者同住家人，对打满3
剂新冠疫苗的密接者实行“免隔”的“0+7”
管理，7天自主防疫期间外出需48小时内
快筛阴性，对其他密接者维持“3+4”模式。

据统计，截至目前，台湾地区累计
确诊新冠肺炎 830257 例，包括 817940
例本土病例。

台湾疫情居高不下 防疫措施再松绑

□新华社记者 王泽昊 李键

4 个多月前那场生命抢救战惊心动
魄的情景，让王寿懿至今难忘。

今年初，西藏山南市妇幼保健院接
诊孕期仅 29 周的临产孕妇曲珍。经过
初步检查，发现她是胎盘早剥，情况十分
危急。

在湖北援藏妇产科专家和当地医护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曲珍最终成功诞下
一名男婴。但婴儿体重仅有 1.2 公斤，出
生时无哭声、无呼吸、心跳微弱，生命体
征极不稳定。

“情况紧急，在告知并取得家属同意
后，我们立即将新生儿送入重症监护室，
给予心肺复苏、呼吸机辅助通气、肺表面
活性物质应用等紧急救治。”湖北援藏医
生、山南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王寿懿
回忆。

经过 47 个日夜的专业诊疗和精心
护理，新生儿逐渐度过危险期，各项指标
逐步恢复正常，体重增至 2.2 公斤。

如今，孩子各项检查指标复查均已
达标，曲珍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多亏

援藏医生，现在宝宝体质好多了，感谢他
们给了我一次当妈妈的机会。”曲珍眼里
噙着泪说道。

这 个 早 产 儿 的 救 治 案 例 ，刷 新 了
山南市妇幼保健院低体重儿成功救治
的 纪 录 ，这 样 的 纪 录 在 雪 域 高 原 被 不
断刷新⋯⋯

西藏和平解放 70 多年来，国家投入
大量资金、出台特殊政策，支持发展西藏
卫生健康事业，西藏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得到有效保障。

2015 年，党中央启动实施医疗人才
“组团式”援藏，改变了过去医疗援藏短
期分散的格局。7 个对口援藏省市 65 家
医院及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医院选派上
千名骨干医生，帮扶西藏自治区人民医
院等 8 家医院全部创成“三级医院”，实
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7 年 来 ，来 自 祖 国 各 地 的 7 批 次、
1300 余名“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接续
奔赴西藏，用仁心仁术在雪域高原书写

了一个个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
支援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北京朝阳医

院医生王伟，带领团队成功切除 9 岁小
女孩阿吉的腹膜后巨大肿瘤，让这个来
自藏北牧区贫困户家庭免去了转院区外
救治的高额费用，实现了“大病救治不出
藏”。

中石油援藏医疗队医生霍志平，在
平均海拔 5000 多米的那曲市双湖县，为
生命垂危的曲德实施剖宫产手术，术后
母子平安，曲德夫妇满怀感激，动人故事
在藏北高原广为流传。

截至 2021 年底，西藏已实现 400 多
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400 多种“中病”
不出地市、常见病易发病不出县区就能
治疗，全区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5 年的
68.2 岁提高至 72.19 岁。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为西
藏各族群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援
藏专家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不
仅填补了西藏当地医疗领域的许多空

白，更为当地留下了一批‘带不走、留得
住’的医疗人才。”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主任格桑玉珍说。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还采取
“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
的模式，通过集中派遣专业技术人才进
藏开展全方位帮扶，培养本地人才，不断
补齐西藏医疗短板，让高原群众享受更
优质的医疗资源。

“跟着北京援藏医生能学到很多东
西，我的第一任师父龚晓峰教会我进行
骨科微创手术，在临床上很实用。”拉萨
市人民医院骨科大夫落松群培说，如今，
他已能熟练运用微创技术。

“90 后”援藏医生樊伟，是西安市红
会医院的创伤骨科主治医师。进藏近一
年时间，他先后带着徒弟做了 200余台各
类手术，也把自己掌握的医学治疗技术和
理念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本地医生。

“目前，在援藏力量的帮助下，西藏
已精准培养不同层次医疗骨干 2400 余
名，使一大批本地医生加快成长，成为各
医院的中坚力量。‘组团式’医疗援藏开
创了高原医疗新局面。”格桑玉珍说。

（新华社拉萨 5 月 16 日电）

“组团式”医疗援藏：开创高原医疗新局面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新 华 社 加 德 满 都 5 月 16 日 电
（记者 易爱军）4 名中国登山者 16
日一早从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世界最
高峰珠穆朗玛峰。

此次登山活动组织者尼泊尔“想
象尼泊尔徒步和探险有限公司”经理
达瓦·福迪·夏尔巴对新华社记者说，
这 4 名中国人与 18 名队友、向导成功
登顶。其中，知名尼泊尔登山向导明
玛·嘉杰·夏尔巴这次在不使用氧气的
情况下登顶珠峰。

达瓦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写道，
除 4 名中国人外，来自巴基斯坦、俄罗
斯和澳大利亚的 3 名登山者以及 15
名尼泊尔向导也成功登顶。

据尼泊尔旅游局消息，当前春季
登山季，该局共向 14 名中国登山者发
放了攀登珠峰许可证。

4名中国登山者登顶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