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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银川索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CTFR6R）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 1枚。声明

作废。

●贾从民遗失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1张，

票据号：0134014329，金额：22875.6元，开票日期：2023年 6月
7日。特此声明。

●母亲：胡慧（身份证号：610621198401222224）、父亲：

张耀峰（身份证号：642223198210021815）遗失孩子张紫欣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P64D0E986T，出生日期：2015年 10
月19日。声明作废。

●母亲：马莹（身份证号：640321199805160721）、父亲

孙凌啸（身份证号：640321199401170990）遗失孩子孙瑜蔓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U640020979，出生日期：2021 年 4

月8日。声明作废。
●李冬梅（身份证号：37083219870608642X）遗失银川市

兴庆区大新镇四队环境整治暨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协议原
件，拆迁面积：149.32平方米。特此声明。● 杨 世 梅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642222199110024443。特此声明。

近年来，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检察院积
极融入服务保障大局，着力打造“五心”检
察工作品牌，“三情”措施纾民困解民忧。

回应群众呼声有温情。落实党组研
究部署信访工作制度，构建检察长亲自
抓、分管领导直接抓、控申部门牵头、其他
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制定
信访接待工作规范，提升群众满意度。落
实《院领导包案办理首次申诉信访案件暂
行办法》，对疑难复杂、重大信访案件，检
察长带头接访，“面对面”“零距离”释法说
理。两年来，共接收来信来访 154 件次，7

日内程序性回复率和 3 个月办理过程或
结果答复率均为 100%。院领导包案办理
首次信访 15 件，包案率为 100%，首访案件
息诉化解率为 100%。

推动诉求表达有热情。依托 12309检察
服务中心，推行“点单式”检察官接访服务，
将所有员额检察官的照片、信息张贴上墙，
来访群众自主“点单”选择检察官接访。开
展“首办即息诉、首访即罢访”专项活动，检
察长带案下访 9次，召开简易听证 8件，解决
群众问题 8 件。严格 24 小时值班和重大敏
感节点“零报告”制度，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以
“实现信访矛盾及时就地实质性化解”为目
标，成立“五心”检察工作室，采取“定时+适
时”方式，邀请司法所、乡镇、社区工作人员
担任联络员，实现问题发现早、纠纷化解
早。已化解群众信访问题9件。

矛盾纠纷化解有亲情。坚持检察“一盘
棋”思维，对所有监督事项进行实质审查、
及时跟进督促，对申请支持起诉案件优先
受理。两年来，受理支持起诉案件 34件，发
出支持起诉书 39 件，协助 176 位农民工追
回拖欠工资 143 万余元。通过支持起诉撤

销监护权、指定监护人、追索抚养费、变更
抚养关系等，有效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探索建立“司法救助+民政救助+法律
援助+心理疏导”等的“1+N”多元化司法救
助综合体系，救助 30 件 33 人，发放救助金
39.3万元，对 10名因案致贫、返贫困难妇女
开展专项司法救助，办理的一起司法救助
案件被评为典型案例。与乡村振兴、教育、
民政、人社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为 6 户困
难家庭协调解决医疗救助金 8万余元、办理
低保 5 人。对办理的 18 件故意伤害、盗窃、
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开展“案件回访”，努力
化解社会矛盾。

（杨志辉 李雪艳）

吴忠市红寺堡区检察院“三情”措施纾民困解民忧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徐治存（纳税人识别号：642124********191X）：

国家税务总局中卫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于你申请行政处
罚听证一案，决定于 2023年 11月 16日上午 9时 30分在国家税务
总局中卫市税务局三楼第五会议室（地址：中卫市沙坡头区平安
西路 1 号）举行，你无正当理由未按照通知的时间、地点参加听
证，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我局向你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终止）》
（卫税一稽通〔2023〕6号），因无法联系你本人，该文书采取其他
方式均无法送达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
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2号）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现将该《税务事项通知书（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终止）》（卫税一稽通
〔2023〕6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十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中卫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3年11月30日

“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2024年中国
经济增速有望超过今年”“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引
擎”……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机构近
来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稳增长政
策措施持续发力，赋予中国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和潜
力，极大提振了全球商界的信心。

密集上调增长预期

今年以来，在地缘政治危机、美国财政货币政策外溢效
应、一些美西方国家大搞所谓供应链“去风险”等负面因素
下，全球经济艰难前行。全球通胀压力难解、贸易环境恶化、
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在多重不利因素面前，中国经济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持续回升向好，宏观调控组合政策发力显
效，备受外界关注。

自二季度以来，国际机构纷纷对中国经济表示看好，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
中更新报告中率先调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年初预测
的 4.8%上调至 5.3%。在中国三季度经济增速快于预期的利
好趋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日前分别将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调高至 5.4%
和 5.2%。更多商业机构陆续跟进，摩根大通把今年中国经济
增长预期从 5%上调到 5.2%，摩根士丹利将这项预期从
4.8%—4.9%上调至5.1%，花旗集团从5%上调到5.3%，瑞银集
团从4.8%上调至5.2%，日本野村证券从4.8%上调至5.1%。综
合来看，相关机构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5%以上。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中国资深经济学家赵广彬表示，
预计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接近 5.5%，随着政府采取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发力显效以及私营部门投资增长，2024年中国
经济增速有望超过今年。

这些看好和上调有其坚实的事实依据。在复杂艰巨的
各种挑战面前，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吸引
力。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表现亮眼。1月至 10月，中国全
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1947家，同比增长 32.1%，加拿大、
英国、法国、瑞士、荷兰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10.3%、
94.6%、90.0%、66.1%和33.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与国际研究所主任马科斯·皮
雷斯说，中国经济不仅实现增长，而且发展质量也在稳步提
升。在新能源发电设备、电池和电动汽车产业的推动下，中
国清洁能源行业尤其值得关注，“短短几年内，中国已成为这
些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稳住了规模，保持
了增势，提高了质量，国际机构投下这些“信任票”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实绩的明证，中
国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动力源”的作用更加凸显。

改革开放决心广获认同

外界密集上调中国经济预期，同样基于中国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伴随中国稳
增长、促开放政策措施落地生效，外界日益认识到并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决心和开放
诚意。全球更多商界人士评价，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中国发生的一切惠及所有国家。”全球知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日前这样告诉
新华社记者。

他对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表示高度赞赏。“这对世界和中国都极为有益。”
罗杰斯说，中国 40多年来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对华贸易增长的周边国家极大受益。
与40多年前相比，美国与中国如今双边贸易规模巨大，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动对
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规
则，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努力打破
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深化数字经济领域改革，向世界展示了以开放促发展、以
开放促共赢的坚定决心，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的共识更加明晰。

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副主席塞萨尔·赫苏斯·弗拉戈索表示，随着中国对外
开放程度提高，各国不仅能更深入对华开展供应链合作，还能借鉴中国数字化、基础
设施建设等发展经验。中国举办的进博会等展会备受欢迎，许多人希望通过参与其
中，更加精准了解和把握发展机遇。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中国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各方搭建
更多更大的合作共赢平台，赢得国际社会积极响应。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 458项成果，中外企业达成 972亿美
元的商业合作协议；第六届进博会按年计意向成交创历届新高，展商数量和展览面
积均创历史新高；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世界500强和全球供应链体系
龙头企业齐亮相，境外参展商来自 5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商界用行动表明，他们
相信投资中国、深耕中国依然是上佳选择。

近期，中方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
马来西亚 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中方这一新开放举措，深
得国际社会认同。“免签政策展现出中国为促进商业合作、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所作
的努力。”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尔·恰普克说。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形势下，中国持续推进“市场机遇更大”的开放、“规
则对接更好”的开放、“创新动能更足”的开放和“包容共享更强”的开放，用实际行动
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所谓“去风险”和“脱钩”根本行不通

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外界密集上调中国经济预期的行动表明，美西方所谓
“去风险”和唱衰抹黑之术非但没能奏效，反而让更多有识之士更加认清，短期因素
无法逆转长期趋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和中外合作共赢势不可当。

“今年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西方国家媒体和政客，一会儿说中国经济将要
崩溃，一会儿说中国经济是定时炸弹，一会儿又称中国某某城市变成了鬼城，”澳大
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说，“这些说辞脱离常识，在事实面前显得十分滑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表示，教育、技术和创新
是观察中国经济最基本的方面，中国在这些方面是一流的。在未来 30年，中国将在
数字技术、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等诸多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表示，中国经济聚焦高质量
发展，注重创新发展，前景光明。所谓“去风险”和“脱钩”根本行不通，“中国经济在
全球不可或缺”。

中国所具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
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正是中国经济
砥砺向前的底气，得到外界日益广泛的认同。

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认为，研发和创新将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中国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和人力资本基础，投资建成大量基础设施，这些
都为中国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罗杰斯表示，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挑战，但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
道路和前进方向，伴随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将成为 21世纪全球最重要和最成功的
国家之一。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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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29 日电 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 29 日发布的全国经济
形势调查报告显示，近期美国经济增长
有所放缓，增长势头减弱。

这份报告根据下属 12 家地区储
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
也称“褐皮书”。报告显示，自 10 月
中旬以来，包括纽约和费城在内的
多 数 辖 区 经 济 状 况 持 平 或 略 有 下
降，仅 4 个辖区经济实现温和增长。
各辖区调低了对未来 6 至 12 个月经
济前景的看法。

报告显示，包括汽车在内的零售销
售表现好坏不一，非必需品和耐用品销
售下滑。制造业活动喜忧参半，制造商
降低了行业前景预期。信贷方面，商业
贷款需求略有下降。房地产市场持续
疲软，商业地产活动继续放缓，部分辖
区住宅销售略有下降。

同期，各辖区劳动力需求继续放
缓，整体就业状况持平或温和增长。各
辖区物价增长放缓，但物价仍处于高
位。多数辖区预计 2024 年物价继续温
和上涨。

美联储每年发布 8 次“褐皮书”，
通过地区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
进行摸底。该报告是美联储货币政
策例会的重要参考资料。下一次美
联储货币政策例会将于 12 月 12 日至
13 日举行。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
美 国 经 济 增 长 放 缓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 一项新
的国际研究发现，增加超加工食品摄入
量可能与口腔癌、咽喉癌、食管癌等上
呼吸消化道癌症发病风险上升相关。

超加工食品是指在已经加工过的
食品基础上再加工的食品，这类食品通
常含有 5种以上工业制剂，并且通常是
高糖、高脂、高热量食品。

过往已有多项研究确定了超加工
食品与多种癌症之间的关联。在这项
由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世界卫生组
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共同领导的
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欧洲癌症
与营养前瞻性调查”项目对超过 45万名
成年人长达 14 年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跟
踪数据发现，多摄入 10%的超加工食品
与头颈癌风险增加 23%相关，与食管腺
癌风险增加24%相关。

研究人员说，过往多项观察性研究
显示，超加工食品与超重和体脂增加有
关，因为这类食品通常味道好、方便且
便宜，容易大量消耗导致摄入过多热
量。但新研究表明，这似乎并非是导致
上呼吸消化道癌症风险上升的主要原
因。他们认为，可能由其他机制导致这
种关联，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例如，
超加工食品中含有乳化剂、人造甜味剂
等与疾病风险相关的添加剂以及来自
食品包装和加工过程的污染物，这可能
才是上呼吸消化道癌风险增加的更主
要原因。

相关论文近日已发表在《欧洲营养
学杂志》上。来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
研究人员据此建议，为预防癌症，应提
倡富含全麦、蔬菜、水果和豆类等的健
康食谱。

研究发现摄入过多超加工
食品与患癌风险上升相关

已经100岁的基辛格又一次访问中国

2023年7月

亨利·基辛格
当代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

1923年
出生于德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

1973年至1977年
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

1971年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作为
总统特使访问中国，为启动中美关系正常
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72年
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美
关系大门打开的推动者，基辛格
一生中访问中国一百多次。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制图：何亚男

基辛格去世 享年100岁

一生中一半时间在为中美关系工作

1971年 7月 9日，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 5号楼。周恩来在这里同秘
密访华的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基辛格举行会谈。

7 月 8 日，基辛格飞抵伊斯兰
堡，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
行的晚宴上以“肚子不适”为由离
开，前往巴总统别墅“治疗和休
养”。次日，他乘坐巴基斯坦航空
公司专机飞抵北京南苑机场，成为
新中国成立后到访的第一位美国
政府高级官员。

陪同基辛格秘密访华、后来出

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回
忆，那次访问最重要的任务是双方
协商形成公告，宣布时任美国总统
的尼克松将访华。7月 16日，公告
发布，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的消息
震惊了世界。

同年 10 月 20 日至 26 日，基辛
格第二次访华。在这次公开访问
期间，中美双方就尼克松访华的联
合公报进行谈判。11 月 30 日，新
华社受权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将
于 1972 年 2 月 21 日开始对中国进
行访问。

基辛格与中方携手促成尼克
松这趟“破冰之旅”，实现“跨越太
平洋的握手”。1979年 1月 1日，中
美正式建交。

有西方媒体将基辛格秘密
访华称为他“最卓越的外交成
就”。基辛格回忆说：“我们知
道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
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
在那个时候就为自己确定了任
务，就是决心向着关系正常化，
向着确立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
关系前进。”

“最卓越的外交成就”

2023 年 7 月 20 日，北京，钓鱼
台国宾馆 5号楼。一幅梅花不畏寒
冬而盛放的中国画前，习近平主席
会见了到访的基辛格。

基辛格感谢习近平主席将会
见地点选择在这个他当年首次访
华会见中方领导人的地方。他说，
我愿继续为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相
互理解作出努力。

数十年来，基辛格百余次访
华。“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
中关系工作。”10月下旬，基辛格在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年度
颁奖晚宴上说道。

如今，一些美国政客患有“对
华焦虑症”，而基辛格为中美关系
发展的奔走显得格外宝贵，他的呼
声显得格外客观冷静。他说，两国
合作不仅利于双方，还惠及人类，
而冲突和对抗只会导致灾难。“至
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互学习；至
关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以脱钩的
方式开展下一步工作。”

基辛格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源

于他对中美两国的观察与了解。
在他看来，美国需要与这样一个地
域辽阔的国家共存。基辛格认为，
美国“过度关注”自身利益，其外交
政策如果无法平衡美国与全球的
利益，美国“将变得孤立”。

尽管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但
基辛格始终相信，美中之间的和
平与合作至关重要，符合两国和
世界的利益。“正如我 50 年前所
相信的那样，我们能找到克服困
难的出路。”

“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

基辛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

1923年 5月 27日，基辛格出生
在德国菲尔特。1938年，全家逃离
纳粹德国魔爪，辗转到美国纽约定
居。在美军服役后，他在哈佛大学
一路读到博士，随后留校任教。他
一直渴望在外交舞台上一展抱
负。1968年共和党党内预选过后，
基辛格被成功出线的尼克松招至

麾下，次年出任尼克松的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深得尼克松信任，成为
其外交决策的主要智囊，风头甚至
盖过时任国务卿罗杰斯。导致尼
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也未能影
响基辛格的地位。1973年至1975年，
他甚至同时担任国务卿和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年，基辛格
辞去国务卿职务，离开白宫。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和地缘政治理论的践行者，主张借
助外交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致
力于谋求“多个力量均衡稳定的国
际体系”。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谋求“多个力量均衡稳定的国际体系”

基辛格是世界著名战略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半个
世纪前，他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历史性贡献，既造
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

据新华社迪拜 11 月 30 日电 世界
气象组织 30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十八次
缔约方大会（COP28）开幕当天发布暂
定版《2023 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并宣
布 2023 年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
热的一年。

“2023 年的全球气候状况十分明
确：事情发展如此快速，距离 2023 年结
束还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我们已可以宣
布，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
热的一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
里·塔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截至 10月底的数据显示，这一年平
均气温较工业化前（1850-1900年）的基
线高出约 1.4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警
告说，今年早些时候出现的厄尔尼诺现
象，可能会在明年让高温天气加剧。

今年是有记录以来
人类历史上最热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