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在第73 届世界卫生大会
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强调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提出加强疫情防控建议，宣布推进全球抗疫合作实际举措，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北京时间 18 日晚， 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
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

为 《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
致辞。 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这场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各国人民勇
敢前行，守望相助、风雨同舟。
中国坚持以民为本 、 生命至
上，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
任态度，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
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习
近平指出 ， 现在疫情还在蔓
延 ，防控仍需努力 ，要全力搞
好疫情防控，发挥世卫组织领
导作用 ， 加大对非洲国家支
持， 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
合作。 习近平宣布中国为推进
全球抗疫合作的五大举措，呼
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在
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

键时刻举行这次世卫大会，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冠肺炎
疫情突如其来 ， 现在已波及
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 70
多亿人口， 夺走了 30 余万人

的宝贵生命。 我谨向不幸罹难
者表示哀悼，向他们的家属表
示慰问。 习近平指出，人类文
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

的斗争史。 病毒没有国界，疫
病不分种族。 面对来势汹汹的
疫情， 各国人民勇敢前行，守
望相助 、风雨同舟 ，展现了人
间大爱，汇聚起同疫情斗争的
磅礴之力。

习近平强调，经过艰苦卓
绝努力 ，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
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维护了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
方始终本着公开 、透明 、负责
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
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
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

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
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
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

帮助。
习近平指出，现在疫情还

在蔓延 ，防控仍需努力 ，我愿
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 全力搞好疫情防
控。 这是当务之急。 我们要坚
持以民为本 、生命至上 ，科学
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在
防护 、隔离 、检测 、救治 、追踪
等重要领域采取有力举措，尽
快遏制疫情在全球蔓延态势，
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 要加
强信息分享，交流有益经验和

做法 ，开展检测方法 、临床救
治、 疫苗药物研发国际合作，
并继续支持各国科学家们开

展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的全

球科学研究。
第二，发挥世卫组织领导

作用。 在谭德塞总干事带领
下 ， 世卫组织为领导和推进
国际抗疫合作作出了重大贡

献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赞赏 。
当前 ， 国际抗疫正处于关键
阶段 ， 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
持国际抗疫合作 、 支持挽救
生命 。 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加
大对世卫组织政治支持和资

金投入 ，调动全球资源 ，打赢
疫情阻击战。

第三，加大对非洲国家支
持。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
家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帮助他
们筑牢防线是国际抗疫斗争

重中之重。 应向非洲国家提供
更多物资、技术、人力支持。 中
国已向 50 多个非洲国家和非
盟交付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
专门派出了 5 个医疗专家组。
目前， 常驻非洲的 46 支中国
医疗队正在投入当地的抗疫

行动。
第四，加强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 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但
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

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 要针
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

和不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
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响应速度，建立全球和
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 中国
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

后，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
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 这项
工作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需
要世卫组织主导，坚持客观公
正原则。

第五 ， 恢复经济社会发
展。 有条件的国家要在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遵照
世卫组织专业建议，有序开展
复工复产复学。 要加强国际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尽力恢
复世界经济。

第六，加强国际合作。 人
类是命运共同体 ， 团结合作
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
这是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埃
博拉、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
等重大疫情取得的重要经验，
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间

正道。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秉

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
生事业尽责。 为推进全球抗疫
合作，我宣布：

———中国将在两年内提

供 20 亿美元国际援助， 用于

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

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中国将同联合国合

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
急仓库和枢纽，努力确保抗疫
物资供应链，并建立运输和清
关绿色通道。

———中国将建立 30 个中
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
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助力非
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

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
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
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

性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将同二十国集

团成员一道落实 “暂缓最贫
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并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加大对
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国
家的支持力度，帮助其克服当
前困难。

习近平最后呼吁，让我们
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
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
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国

家领导人在致辞中均表示，支
持多边主义，支持世卫组织作
用，支持加强国际社会抗击疫
情的协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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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日21时 49分“小满”
我国多地正式迎来夏日

新华社天津 5月 18
日电 （记者 周润健）“枇
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
小满天。 ”《中国天文年
历》显示，北京时间 5月
20日 21时 49分， 将迎
来“小满”节气。从“小满”
这天开始，我国很多地方
正式开启夏日节奏。

历史学者、天津社
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

绍，“小满”是二十四节
气中的第八个节气 。
“小满小满 ， 麦粒渐
满 ”，是说从 “小满 ”开
始 ，北方大麦 、冬小麦
等夏熟作物开始灌浆，
“小得盈满”，即籽粒逐

渐饱满， 但尚未成熟，
是 “麦穗初齐稚子娇，
桑叶正肥蚕食饱”的时
节。 在一些稻作区，“小
满” 还是插秧的时日，
“插小满秧”，可以保证
收获季节开镰割稻。

“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 ”罗澍
伟表示，夏收、夏种、夏
管的“三夏”序幕就是从
“小满”拉开的，这是一
年中农事活动的繁忙季

节。 “小满”之后就是“芒
种”， 作为收获的前奏，
农事活动又将进入大忙

高潮， 成为农民一年中
最繁忙的季节。

从气候特征来看，
“小满”之后，全国大部
地区相继进入炎炎夏

季，天气的主要特征就
是高温高湿和多雨。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

李艳玲提醒说，“小满”
时节，应注意及时补水，
多吃含水及钾高的新鲜

蔬菜与水果，如生菜、香
蕉、猕猴桃等，同时注意
优质蛋白质如牛奶、鸡
蛋、瘦肉、鱼等的摄入。
此外， 还宜多吃一些苦
味食物，如芹菜、苦瓜、
茴香等，可以健脾胃，助
消化，祛湿邪。

5月 18日，河北省内丘县邢窑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通过网络直播为观众介绍
邢窑文化。 当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邢窑博物馆、邢窑遗址博
物馆组织讲解员通过手机直播平台对博物馆及其展品进行展示和讲解，让公众
足不出户便可聆听馆藏故事，感知传统文化魅力。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云云端端上上畅畅游游博博物物馆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