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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1月27日下午就加强涉外法制
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强
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
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
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要从更好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同高质量
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
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
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武汉大学特聘教授黄惠康同志就
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
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
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法律是社会生
活、国家治理的准绳。涉外法律制度是
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外法治
的基础，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重要作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
征程上，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更
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加快推
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强调，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
和外交工作大局。推进涉外法治工作，
根本目的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
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指出，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
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
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
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
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
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
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要
坚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形成系
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要建设
协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提升涉
外执法司法效能，推进涉外司法审判体
制机制改革，提高涉外司法公信力。要
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培育一批国际
一流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要深化
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加强领事保护与协
助，建强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
链。要强化合规意识，引导我国公民、
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自觉遵守当地
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运用法治和规则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
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
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国
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法治同开放相伴而
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
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要坚持在法治基
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
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
开放的法治根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要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
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
合法权益，用好国内国际两类规则，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要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
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对标国
际先进水平，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有效举措和成熟经验及
时上升为法律，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
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对外开放
新高地。要全面提升依法维护开放安

全能力。完善外国人在华生活便利服
务措施和相关法律法规。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和队伍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
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
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
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
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
法治人才。健全人才引进、选拔、使用、
管理机制，做好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储备。加强涉外干部队伍法治能力建
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涉外法治工作队
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切实提升涉外法治思维和
依法办事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坚定法治自信，积极
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
功实践，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加
强涉外法治理论和实践前沿课题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
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我国法治大国、
文明大国形象。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
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
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
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

历经12年艰难修筑

川青铁路四川首段贯通运营
新华社成都11月28日电（记者

谢 佼 王 曦）28日上午11时许，动
车 C6008次首次从川青铁路茂县
站驶往成都，标志着经过 12年建
设，川青铁路四川首段——成都东
至镇江关段正式贯通运营。

该路段起自成都，途经三星
堆、什邡西、绵竹南、安州、高川、茂
县等站，至海拔 2503米的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镇江关站，动
车穿行238公里仅需55分钟。

设计方中铁二院该线路项目
负责人穆亚林说，为给大熊猫“相

亲走廊”土地岭廊道让路，设计线
路被“掰弯”，增加了 20%的建设
量，土地岭之下的榴桐寨隧道埋深
达 1000多米，以使行车与地表互
不影响。

面对曾发生过8.0级汶川大地
震的龙门山断裂带，复杂地质、高
地温、高突涌水、高有毒气体……
拦路虎轮番袭来。为解决困难，各
科研院校、参建单位协同攻关工艺
工法，历经 12个春秋的艰难施工，
最终取得了成功。

业主单位成兰铁路公司成兰

指挥部指挥长肖霞林说，川青铁路
四川首段投运，让川西北高原不通
铁路的历史一去不返，九寨沟、黄
龙等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将形成包
含机场、动车、公路的立体交通网。

川青铁路全线是我国“八纵八
横”高铁网中兰州、西宁至广州通
道的组成部分，跨过黄河、岷江和
青藏高原东麓，将西北的兰西城市
群和西南的成渝地区相连。正线
全长约 836公里，设计时速 200公
里，为国家 I级双线铁路。川青铁
路后续线路仍在加紧施工。

新华社广州11月28日电（记者 田建川）
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深中通道主线 28日正
式贯通，这是其明年通车前最重要的进展。该
项目通车后，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深圳市和中山
市将进入“半小时生活圈”，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的互联互通。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
工程，全长24公里，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
一体，其中，海底隧道长约6.8公里。

今年 6月，深中通道海底沉管隧道在伶仃
洋海底实现合龙。此后，建设者们又完成了沉
管内全部压舱混凝土的浇筑。11月28日，海底
沉管隧道实现贯通，意味着深中通道的主线正
式贯通。

深中通道双向 8车道，设计时速 100公里，
计划于2024年建成通车。届时，深圳与中山的
车程，将从现在的2小时缩减为约20分钟。

作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交通
大动脉，深中通道将与已建成的港珠澳大桥、
南沙大桥、虎门大桥等，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
跨江通道群。

近年来，河
北省石家庄市进
一 步 贯 彻 落 实

“双减”政策，全
面 推 进 素 质 教
育。各中小学利
用大课间时间组
织学生开展形式
多样、生动有趣
的大课间体育活
动，为学生提供
一个放松身心、
锻 炼 身 体 的 机
会，让孩子们在
快乐运动中健康
成 长 。 图 为 昨
日，学生在大课
间进行“平衡球
跳 跃 ”游 戏 。

新华社 发
梁子栋 摄

活力大课间活力大课间
健康助成长健康助成长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
成功穿越西风带

新华社“雪龙 2”号 11 月 28 日电（记者
周 圆）执行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2”
号和“天惠”轮，于北京时间28日下午相继驶过南
纬60度，“雪龙”号已于日前驶离该纬度。至此，此
次中国南极考察队3艘船全部成功穿越西风带。

“雪龙2”号大副陈冬林介绍，此次遇到两个
气旋，“雪龙2”号多次调整航速和航向，先慢速等
待前一个气旋影响消散，接着在后一个气旋影响
到来前加速通过，确保了人员和建站物资安全。

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
深中通道主线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