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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在《甲辰年》特种邮票合肥首发活动现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合
肥市分公司工作人员展示《甲辰年》特种邮票。中国邮政1月5日发行《甲辰年》特
种邮票。邮票一套两枚，分别名为“天龙行健”“辰龙献瑞”。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甲辰年》特种邮票发行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 4
日公布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作战

“第三阶段”的构想，同时谈及巴以冲突
结束后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
肯启程前往中东地区，按日程将与多国
领导人会晤。舆论认为，布林肯出访显
现美国对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担忧。

作战“新阶段”
加兰特 4 日在一份声明中公布以

军在加沙地带作战“新阶段”的军事部
署，包括在加沙北部开展更精准打击、
在加沙南部进一步追踪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等。

他在声明中说，以军在加沙北部的
军事行动将包括突袭和摧毁巴勒斯坦
武装组织地道、开展空中和地面打击、
出动特种部队等。在加沙南部，以军行
动重点将放在“消灭”哈马斯领导人和
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约130名人员。

不过，加兰特没有透露以军作战何
时过渡到“第三阶段”。以色列政府新
闻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以方第三阶
段作战目标是削弱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在加沙地带的剩余势力。

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正承受国际
社会要求其降低军事行动强度的压力，
同时面临国内巨额战时预算的挑战。

加兰特发表声明当天，以军继续轰
炸加沙南部汗尤尼斯等地。加沙地带
卫生部门通报，以军4日行动导致加沙
地带中部和南部至少20人死亡，包括9
名儿童。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3 日数据显
示，自 2023年 10月 7日新一轮巴以冲
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

行动已造成超过2.2万人死亡、超过5.7
万人受伤。

冲突扩大化？
多家媒体报道，自以军2日空袭黎

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哈马斯办公室、
打死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萨利赫·阿鲁
里等6人后，国际社会对本轮巴以冲突
在中东地区引发更大范围冲突的担忧
越来越大。

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两
国亲伊朗的民兵组织、也门胡塞武装等
近期以“支持巴勒斯坦”为由加强了与
以色列的军事对抗。以色列方面迄今
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发动 2 日的空
袭。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赛义德·哈
桑·纳斯鲁拉3日说，真主党“不会保持
沉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4
日说，巴以冲突“蔓延到加沙以外不
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按照他的说法，
布林肯将访问以色列、约旦、卡塔
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
伯、埃及等国，讨论各方为避免冲突
升级可以采取的措施。

米勒披露，除了讨论推动加沙地带
人道主义援助，美方还寻求在冲突后加
沙地带管理等敏感问题上取得进展。
他坦承：“我们没指望访问中的每一场
会谈都很轻松。”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 4 日在声明中
说，本轮巴以冲突结束后加沙地带的民
事事务将由巴勒斯坦人管理，但以方不
会允许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或对民众
构成安全威胁，因此以方将保留在加沙
地带的“行动自由”。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4 日说，他下周将在执政党
自由民主党内组建一个新机构，推动
改革以提高党内派系政治资金透明
度。连日来，日本检方正就自民党最
大派系“安倍派”政治资金丑闻加紧
调查。

岸田文雄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他对
相关事件招致民众质疑感到“极其遗
憾”，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是重获民众信
任。他将在下周设立一个新机构，名称
暂定为“政治革新本部”，以加强对自民
党成员的管束。

他表示，自民党将邀请年轻议员和
党外专家参与讨论，制定党内派系政治
资金相关规定，提高透明度。

日本媒体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特
搜部调查人员放弃新年假期，持续对

“安倍派”展开调查。“安倍派”正式名称
为“清和政策研究会”，曾由前首相安倍
晋三领导，目前拥有 99 名国会议员。
这一派系近期被曝未按相关规定记录
政治筹款派对券的全部销售收入，“小
金库”累计总额达到数亿日元。

多名“安倍派”成员被指从中收取
回扣，包括前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和
前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其中，参议
员大野泰正和众议员池田佳隆分别被
指收取约5000万日元（约合248万元人
民币）和约 4000万日元（约合 198万元
人民币）回扣，两人的住所和办公室已
遭检方搜查。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东京地方检
察厅特搜部正在调查日本前首相、“清
和政策研究会”前会长森喜朗是否与此
事存在关联。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杨驰
应急管理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保障。2023年我国应急管理工作
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应急管理部门和
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如何？2024年
如何全力做好应急管理工作？近日召
开的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应急
管理部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

2023 年，面对各类灾害事故风险
明显上升的严峻挑战，应急管理部门
和消防救援队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履职尽责，保持了全国安全生
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形势的总体平稳。

开展全国重大隐患排查整治 2023
行动，累计排查重大事故隐患 39.4 万
件；组织开展 2023年度省级政府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国务院安
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的意见，制订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修订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
一项项“长牙齿”的安全治理实招硬
招频出，坚决破除一般化、“大呼隆”
粗放型的旧思路、老办法。

中央在部署，地方在落实。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采用机构信用

风险评估、分级分类监管执法等多种

方式，加强对安全评价检测机构的监
管和指导，促进安全评价机构发挥护
航安全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助力首都
经济社会安全高质量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利用
本地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独特优
势，不断深化双方在教育培训、人才
培养、监测预警、联动响应等领域的
国际应急管理合作，合力推动双边应
急管理共享合作、应急产业互补发
展、应急能力协同提升……

“过去一年，针对疫情防控平稳转
段后一些长期积累的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集中显现，以及极端灾害天气趋多趋
强带来的挑战，应急管理系统把预防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相关议事协调
机构职能作用，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型，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
险。”应急管理部负责人说。

全力应对各类灾害事故

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
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震
源深度 10 公里。地震发生后半小时，
临夏州积石山县消防救援大队成为首
批抵达的救援力量，并在 19日凌晨成
功转移营救被困群众9人。

这只是过去一年我国应急管理部门
和消防救援队伍工作的一个缩影——

面对台风“杜苏芮”强势北上、

海河流域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京津
冀和东北部分地区发生极端暴雨洪涝
的情况，提前向相关省份发出预警，
加密会商研判，圆满完成北京门头沟
受困列车救援、河北涿州白沟河左堤
抢护等重大应急处置任务；

统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成功处置西藏察隅等森林火灾和内蒙
古短时间集中暴发的雷击火，森林草
原火灾起数、受害森林面积、因灾伤
亡人数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低；

及时处置内蒙古阿拉善盟煤矿坍
塌、北京长峰医院火灾、宁夏银川烧
烤店燃气爆炸、山西吕梁永聚煤矿火
灾等重特大事故，加快事故调查，对
重大事故及典型事故挂牌督办、提级
调查……

灾难事故来临时，全力应对灾难事
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应急管
理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的使命与职
责。过去一年，应急管理部着力建设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国家消防救援
局挂牌成立；列装一批新特装备，加强
实战练兵；新建15支国家安全生产专业
救援队，总数达到113支；新建水上工程
等11支工程抢险专业队伍……

“聚焦打早打小和攻坚打赢实战需
要，统筹推进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建
设，应对处置急难险重灾害事故能力
显著增强。”应急管理部负责人说。

全力做好新一年应急管理工作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
好应急管理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聚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
急能力、管理体系等方面，会议也对
2024年应急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

在安全生产方面，会议提出，要全面
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
防范矿山、危化品、消防、工贸等重点领
域重大风险，“严防群死群伤事故发生”；

在防灾减灾救灾方面，会议提出，
要实施好预警指挥工程、救援能力工
程、基层防灾工程等自然灾害应急能力
提升工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有
效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在应急能力方面，会议提出，要建强
各级应急指挥部体系，深化消防救援队
伍整合改革，打造综合救援攻坚力量，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管理体系方面，会议提出，要大

力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加强法治科
技人才支撑保障，完善全社会参与应急
管理体制。

“应急管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事关社会稳定，我们要坚定走好
新时代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之路，推动应
急管理事业行稳致远。”应急管理部负
责人说。

有效防控 全力应对 强基固本
——透视我国2023年应急管理工作

新华社杭州1月 5日电（记者 黄
筱）1月 4日，一条 10千伏陆上电缆从浙
江舟山北部海域海床以下7米深的预置
通道穿出，标志着国内首个陆缆穿海工
程在浙江舟山成功敷设。

据了解，目前国内岛际间的能源供
应主要依靠海底电缆进行输送，然而沿
海海域航道密集，来往船只繁忙，船只
抛锚时容易损伤海缆。相较于海底电
缆，陆上电缆管道埋深远大于抛锚深
度，无锚损等外力破坏风险，且成本更
低、对施工环境要求更低，施工难度更
小，前期审批更快，更适用于短距离海
岛间的能源输送。

“国蛟一号”舟山陆缆穿海工程设
计方负责人李震介绍，该工程创新探索
陆上电缆穿越海底的能源输送模式，利
用定向钻深埋技术在海床7米以下打通
一条“海底隧道”，将10千伏的陆上电缆
从舟山本岛穿至上园山岛，全长1公里。

为攻克陆缆穿海实施难题，国网舟
山供电公司在施工前期开展了多项摸
底测试，提前对电缆敷设全过程受力情
况进行仿真计算，反复优化设计方案，
首次采用钢丝绳牵引的方式为电缆安
装“外骨骼”，并采用管道润滑材料降低
摩擦系数，确保拖拽过程中电缆无损。

下一步，陆缆穿海能源输送新形式
将以“下跳棋”的方式在舟山布局，大范
围应用于间距2公里以内的中短距离海
岛之间。而随着施工技术与经验的持续
提升，远景将实现中长距离的岛际联网，
形成岛岛“陆缆互联”能源供应新格局。

以色列防长公布
加沙作战“第三阶段”构想

“黑金”丑闻发酵
岸田欲设新机构对自民党加强管束

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5 日开始清理
两机相撞事故留下的残骸，计划7日前
完成。两台机械设备当天在事发跑道
上切割出事客机机翼，将其与机身分
离，另一台设备正在把机舱内烧焦的碎
片转移到一辆大卡车上。

据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羽田机场计
划7日前清除全部残骸，把烧毁的飞机
运至机库，交由东京警视厅检查。

2日傍晚，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札
幌新千岁机场起飞的空客A350型客机
在羽田机场降落时，在跑道上与准备起
飞的海上保安厅一架涡轮螺旋桨飞机
相撞并起火。客机379名乘客和机组人
员全部安全撤离，海上保安厅飞机5人

死亡、1人重伤。东京消防厅说，客机大
火在事故发生8个多小时后才扑灭。

东京警视厅 3 日以涉嫌职业过失
致人死伤成立搜查本部开始调查撞机
事故。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当天也启
动调查，但尚未找到日航客机驾驶舱话
音记录器。

羽田机场是世界第三繁忙机场。2
日正值新年假期，机场全负荷运转。撞
机事故发生时，海上保安厅飞机正在
24小时内第三次紧急前往能登半岛地
震灾区。

航空专家表示，航空事故通常在多
道“安全护栏”均失灵的情况下发生。

（新华社微特稿）

东京羽田机场开始清理撞机残骸

北京时间1月5日凌晨，在“雪龙2”号艉甲板，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开始了抵达阿蒙森海后的首次考察作业。
图为在“雪龙2”号艉甲板，工作人员在下放拖网。 新华社记者 周圆 摄

中国南极考察队在阿蒙森海开展考察作业

□新华社记者 赵凯 孟宜霏
2023年，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复苏受

到全球需求不足、大宗商品价格下降、
地缘冲突、极端天气以及美国大幅收紧
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整
体放缓，区域内各国复苏势头分化明
显。与此同时，中拉经贸合作稳步推
进，为拉美国家化解经济困局、促进经
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增长整体放缓 势头分化明显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

员会（拉加经委会）近日发布报告，预测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2023 年经济增长
2.2%，低于 2022年的 3.8%。报告预计，
由于全球经济仍处于低增长区间，2024
年拉美经济将延续低增长态势。

虽然拉美经济增速整体放缓，但区
域内各经济体分化明显，其中巴西和墨
西哥经济增速超出先前预期。巴西财
政部近日预测，巴西经济2023年将增长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预
计，得益于农牧业蓬勃发展、服务业复
苏、国内消费市场强劲增长等因素，巴
西经济增长超出预期，有望在2023年底
重返全球第九大经济体地位。

墨西哥经济同样表现亮眼。墨西

哥财政部门预测，2023年墨西哥经济增
速在 3.5%至 3.6%之间。拉加经委会认
为，2023年，在全球贸易疲弱、拉美地区
货物出口额预计下降 2%的背景下，墨
西哥出口额预计增长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2023年
阿根廷经济将萎缩 1.8%。受连续三年
拉尼娜现象影响，2022 年底至 2023 年
初，阿根廷遭受近年来最严重旱灾，其
整体经济发展受到不小冲击。

智利财政部长马里奥·马塞尔表示，
智利2023年成功控制通货膨胀，但经济
活动并未见明显起色。智利财政部预
测，2023年智利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由于经济放缓、投资吸引力下降、
财政状况堪忧，厄瓜多尔2023年经济形
势严峻。厄瓜多尔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预计该国财政赤字超过 50
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

■美联储加息推升多国通胀和债
务水平

2022年3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开
启40年来最强劲的加息周期后，负面外
溢影响造成拉美地区多国金融市场资金
外流、货币贬值、进口成本增加，输入性
通胀高企，民生和市场稳定受到威胁。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
数据显示，2023年前11个月阿根廷累计
通胀率达 148.2%。阿根廷中央银行预
计，该国2023年通胀率将达189.2%。

为应对本币贬值、减少资金外流、
抑制高通胀，阿根廷央行2023年连续六
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从年初的 75%上调
至 133%。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智
利、秘鲁等国的基准利率目前也仍维持
在较高水平。

高利率还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外债
偿付利息增加，使拉美国家融资成本居
高不下，进一步抑制拉美经济活力。阿
根廷等外债总额较高的国家面临债务
违约风险。

拉加经委会指出，拉美国家公共债
务处于较高水平，高利率环境以及经济
放缓导致税收下降，使得财政政策空间
受限，公共支出捉襟见肘。随着投资减
少、创造就业的动力减弱，拉美国家的
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不小挑战。

■中拉合作为拉美化解经济困局
注入新动力

2023年，中拉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
推进，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为助力拉美
国家化解经济困局、促进当地可持续发

展贡献积极力量。
2023年，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相继

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洪都拉斯与中
国建交不到4个月便与中国开启自贸协
定谈判。2023 年 11 月，中国和乌拉圭
重申将致力于推动自贸伙伴关系建设。

中拉金融合作也取得实质性进
展。中国与巴西签署在巴西建立人民
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阿根廷政府
宣布使用人民币结算从中国进口商品
贸易，阿央行宣布批准该国金融机构开
设人民币储蓄账户，玻利维亚联合银行
启动人民币交易业务，中国巴西贸易首
次实现人民币全流程闭环交易……中
拉资金清算安排和支付结算渠道不断
完善，为双边贸易投资提供更多便利。

投资方面，中国对拉直接投资领域
更趋多元。拉加经委会指出，中国企业
日益转向采掘和自然资源加工类以外
的投资项目，这对提高拉美对华出口产
品附加值以及技术和知识含量十分重
要，将对中拉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智利塔拉帕卡大学经济学家费尔
南多·卡夫拉莱斯认为，如今中国已不
再只是拉美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正成
为拉美经济活动的积极推动力量。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 王
悦阳 张辛欣）记者 5日从工业和信息
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
通知，提出将面向绿色工厂试点推行

“企业绿码”，对绿色工厂绿色化水平
进行量化分级评价和赋码，直观反映
企业在所有绿色工厂中的位置以及所
属行业中的位置。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

《关于公布 2023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及
试点推行“企业绿码”有关事项的通
知》提出，国家层面绿色工厂按照自
愿原则申领“企业绿码”，申领后可
向其采购商、金融机构、有关政府部
门等出示，证明自身绿色化发展水
平。目前，“企业绿码”仅面向已获
批的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且按照动态
管理要求完成2023年度绿色绩效数据

报送的企业。
此外，通知公布了 2023年度绿色

制造名单，1488家绿色工厂、104家绿
色工业园区、205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
业上榜本批次名单；按照 2023年度动
态管理要求，将前七批绿色制造名单
中的 9家绿色工厂、3家绿色供应链管
理企业移出绿色制造名单，46家单位
变更名称。

拉美复苏分化明显 中拉合作助力纾困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试点推行“企业绿码”

国内首个
陆缆穿海工程
在舟山成功敷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