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10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

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当地时间10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这是出席对话会的金砖国家及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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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俄罗斯喀山10月24日电 （记者 韩墨 刘恺）
当地时间 10月 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展中心

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

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

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

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

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

——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

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

之道。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

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我们要推动乌克兰危机

局势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路。要继续推动加沙

地带全面停火，重启“两国方案”，并阻止战火在黎巴嫩蔓延。

——重振发展，实现普遍繁荣。我们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

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

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3年来，已经

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球工业

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全球

“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

各国积极参与。

——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

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

道路。中方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

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

更多机遇。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

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事业，汇聚

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议，埃及总统塞西、伊朗总统

佩泽希齐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印度、阿联酋、沙特、

埃塞俄比亚代表，25位受邀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芙等 6 位国际组织

负责人出席。

23日晚，习近平出席普京为金砖国家及嘉宾国领导人

举行的欢迎宴会。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10 月

24 日午夜，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后乘专机

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

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

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离开喀山时，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

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哈诺夫和俄罗斯

外交部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新时代我国民政事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护民生发展 守为民初心

□ 新华社记者 高蕾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

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民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

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深刻阐述了民政工作

的职责定位、宗旨使命、目标方向、任务举措等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民政事业发展提供根本

遵循。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 国 民 政 事 业 发 展 取 得 了 重 大 成 就 。 一 项 项

暖 心 之举接连推出，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实落细，

不断擦亮共产党人为民服务底色，绘就亿万群众

美好生活图景。

织密兜底保障“网”
幸福生活更“有底”

“这就是你的房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

说。”前不久，在陕西渭南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工作人员耐心地向刚入中心的高乔（化名）介绍他

今后一段时间的“家”。

高乔的母亲离婚后失联，父亲因病去世，祖父

年迈无力担负监护照料责任。经过入户调查评估，

高乔被安置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接受临时

监护。

在“新家”，工作人员为高乔准备了崭新的生活

用品，还给他就近安排了入学事宜。

帮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是做好民生兜底保障

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民政部门不断完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精准保障措施。截至 2024 年第二季度，全国

共有14.1万名孤儿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41.4万名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

我国还将流动儿童群体整体纳入国家制度保障

范围，设置6个方面19项内容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

作出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的“国家承诺”。

既要“护好苗”，也要全方位“兜牢底”。

我国已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形成

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

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

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

一笔雪中送炭的救助金帮困难群众解除基本

生活后顾之忧——

我国建立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低保标准

确定调整机制，确保低保标准随当地居民生活水平

提高逐步提高；

两项残疾人专项补贴让他们感受到格外的

支持——

截至 2024年 9月，全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惠及 1189.4万名困难残疾人

和 1611.4万名重度残疾人；

多 样 化 的 服 务 为 困 难 群 众 带 来 心 贴 心 的

温 暖 ——

近年来，民政部门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对低收入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访视、照料服务，为

低收入人口提供心理疏导、资源链接等服务，推动

形成“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

设立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项目，2023年以来累计服务 563.4万人次，

减轻了精神残疾人家庭照护负担。

如今，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制度性保障，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守护美丽“夕阳红”

午饭时分，走进广州市荔湾区南源街道桐乐

社区饭堂，饭香扑鼻而来。

南源街道常住老年人口大约 2万人，约占全部

人口的三成。

2023年 12月，南源街道协调了一处临街店面，

免费提供给一家养老服务企业经营饭堂。在这里，

老年人吃两荤一素套餐为 14元，广州市户口 60岁

以上老年人还可申请每餐3元补贴。

自从街道开了社区饭堂，八旬老人杨欣慈

成了这里的常客。

“这里饭做得可口又实惠，比我们在家忙乎半天

做的好多了。”杨欣慈说，如今她每天多了很多时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开心多了。

杨欣慈老人生活中的变化，是近年来我国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加快发展的缩影。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达 2.97 亿。大部分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多措

并举引导专业优质资源向老年人周边、身边、床边

聚集，尤为重要。

从发布规划用地、设施建设等支持政策，到出台

多个国家和行业标准，一系列政策保障助力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加快发展。

从探索发展助洁、助浴、助医等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到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各类服务想老人之所

想、急老人之所急。

截至 2024年二季度末，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和设施 41 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36.9万个，与2019年相比分别增加了1倍、1.2倍。

相较于城市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市场成熟，农村

老人养老形势更紧迫、问题更突出。

2024 年 5 月 ，民 政 部 联 合 21 个 部 门 出 台

《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这一

全国层面发 展 农 村 养 老 服 务 的 首 份 总 体 性 、

系 统 性 部 署 ，对 加 强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等

作出明确安排。2024年，我国新增 3亿元中央财政

资金，支持 59个试点地区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

创新试点。

“新时代以来，我国养老服务对象由特困老年人

向全体老年人转变，服务形式由机构为主向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转变，服务主体由公办为主向政府、

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发力转变，养老服务供给

能力不断增强。”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说。

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组织拟订并协调

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等职责划入民政部。

截至目前，省级老龄工作体制改革已基本完成。

“我们将每年谋划实施让老年人可感可得的

实事项目，出台一批让老年人有获得感的政策

措 施 ，不 断 优 化 老 年 人 救 助 和 社 会 福 利 制 度 ，

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民政部老龄工作司相关

负责人说。

（下转第4版）

□ 新华社评论员

“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

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习近平

主席24日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深化

“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中国

主张，宣示中方与“全球南方”

携手并进的坚定决心。讲话

高瞻远瞩，体现了对历史大势的

深刻洞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

事业的责任担当，激荡起“全球

南方”联合自强的磅礴力量。

潮起南方，万象更新。“全球

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

的鲜明标志。作为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

“全球南方”占世界经济比重

已提升到 40%以上，正在深刻

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成为国际

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从“沉默

的大多数”到声势卓然壮大，

“全球南方”为推动人类进步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疑，

“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

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

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

壮举。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

演进，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全球

南方”国家越要坚持独立自主、

团结协作，在振兴之路上并肩

奋斗、砥砺前行，走在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

金砖国家如何顺应时代大势，

引 领“ 全 球 南 方 ”加 强 团 结

协作、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

主席提出三点主张：坚守和平，

实现共同安全；重振发展，实现

普遍繁荣；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

这三点主张与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相互契合，回应了“全球南方”求和平、

谋发展、促合作的迫切需要，体现着

各国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和合共生、捍卫

国际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和平是人民

的永恒期望，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的

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

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发展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金砖国家要

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

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

地位；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

金砖国家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

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

的一员，同广大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不可

动摇的根基。”这是庄严的承诺，

也是坚定的行动。从提出“全球

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到

宣布支持“全球南方”合作八项

举措，在习近平主席的引领下，

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

同呼吸、共命运，积极促进“全球

南方”发展繁荣。向 160 多个

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

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

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

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

合 作，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

合作基金，支持实施 150 多个

项目……无论国际形势如何

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

扎根“全球南方”，以实实在在

的合作成果为“全球南方”发展

振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坚信拓展金砖国家同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

关系将进一步巩固团结、促进

真正的国际合作”，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发表喀山

宣言，展现对“全球南方”未来

发展的信心与期待。力生于团结，事成

于和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球南方”

携手并肩、团结奋进，必将迸发出无比

的智慧，汇聚起磅礴的力量，共同开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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