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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4月1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同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

习近平祝贺普拉博沃当选印尼总
统，并请其转达对佐科总统的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过去10年，
我和佐科总统共同引领两国关系全面
快速发展，取得沉甸甸的成果，雅万高
铁成为两国高质量合作的金字招牌，中
印尼关系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阶
段。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
中印尼关系，愿同印尼深化全方位战略
合作，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
印尼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
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
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印尼关系取得宝贵

成就，关键在于坚持战略自主、坚持互
信互助、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公平正
义。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新
兴市场国家代表。过去，两国在争取民
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中始终相互支
持，今后也应该精诚团结，打造互利共
赢的典范、共同发展的样板、南南合作
的先锋。双方应该坚定走符合自身国
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支
持。中方愿同印尼保持密切交往，交
流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入推进“两国双园”和“区域综合经济
走廊”项目，持续深化海上合作。中方
愿在减贫脱贫领域同印尼加强合作，提
供支持。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双方应该积极践行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大力弘扬团结、友谊、合作
的万隆精神，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
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加强多边
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
愿同印尼方一道，维护东盟团结和中心
地位，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构建
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普拉博沃转达佐科总统对习近平
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很高兴将中国作
为当选总统后的首访国家。中国是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和印尼始终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我对习近平主席领导
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非常钦佩，愿
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深化治国
理政交流。中国是印尼强有力的合作

伙伴。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深入参与
印尼经济建设，助力印尼国家发展。我
完全支持发展更加紧密的印尼同中国
关系，愿延续佐科总统的对华友好政
策，坚持独立自主，恪守印尼政府一贯
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同中方坚定支持
彼此核心利益，推进两国关系更加全面
和高质量发展，落实好构建两国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共识。印尼新政府愿积极
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推动经贸、脱
贫等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
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特
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上始终主持公道正
义，我深表赞赏。印尼愿同中方加强国
际和地区事务协调合作，为南南合作作
出更大贡献。

王毅参加会谈。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当选总统普拉博沃会谈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1日从
在京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代表建议交办会上获悉，今年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对
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9235
件。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会同有关方面，对代表建议进行了认真
梳理和综合分析，依法交由213家承办
单位办理。

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体化
推进代表建议高质量高效率办理。经
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十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8314件建议已
全部办理完毕，代表对办理结果总体表
示满意。各承办单位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加强同代表的“全过程”“实打实”沟
通，推动解决了一系列事关改革发展和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今年大会期间，代表们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提出意见建议。据了
解，其中，“科技、教育、卫生和体育”“社
会及公共事务”“发展规划和综合经济”
等三大类建议共4132件，占比44.7%。
代表关注较多的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营
商环境、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深化教育

科技人才体制综合改革、推动种业振
兴、完善养老服务网络等方面，这些建
议紧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针
对亟需弥补的短板弱项，事关改革发展
稳定全局，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
紧跟党中央步伐、主动服务大局的履职
担当。

重点督办建议是推动代表建议办
理落实的制度性安排，是发挥代表建议
服务大局功效的重要抓手。本届常委
会进一步强化重点督办工作。目前，全
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初步确定了20
项重点督办建议。各承办单位还结合
本单位职责和工作重点，选择一些综合

性强、涉及面广、问题反映比较集中的
代表建议作为内部办理重点，以推动相
关工作，实现“办好一项重点督办建议、
解决一个方面问题、促进一个领域工
作”的目标。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要负责
同志在会上表示，各承办单位要结合实
际，认真抓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落实，
更好回应人大代表、人民群众关切。要
统筹管理、有序推进，按时完成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深化沟通联系，提高沟通
实效；强化跟踪问效，提高办理实效；加
强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的应用推广，提
高服务保障水平。

1日一早，天津12333热线就接到来
自异地工伤职工的咨询电话，询问工伤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开展后，可以通
过哪些渠道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
续。电话的一头，工作人员认真地解释
着办理流程。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
门下发的通知，自4月1日起，全国各省
份试点开展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各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人社部门选择40%以内的本省地市启动
试点。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丁少群告诉记者，一般来讲，工伤保险
相对于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更广、报销
比例更高，因此异地就医需要个人垫付
的医药费用也更高，会使刚刚受伤或旧
伤复发的职工面临不小压力。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总部位于天津，在国内设有华北、
华东、中南等7个区域公司，员工常常需
要在外地进行水利工程现场勘测等工
作。“以前职工在外地工作时，如果发生

工伤在当地就医，只能通过企业或个人
垫付的方式结算，然后拿着票据回天津
后才能报销。试点工作开始后，工伤职
工可以在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后，直接刷本人社保卡异地结算。”公司
人力资源部副主任郭晓燕说。

“作为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事故发
生概率较高，一旦有工伤事故发生，工
伤职工常常需要就近接受治疗，或者前
往医疗救治水平更高的大城市治疗。”
成都华川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副部长何婷说，公司施工业务遍
布全国各地，相信随着试点的开展，将
极大解决工伤人员多次往返“跑腿”报
销医药费和垫资治疗等痛点。

记者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了解到，广东8个市15家工伤保险
服务协议机构率先开展试点，包括广东
省工伤康复医院、深圳市职业病防治
院、东莞东华医院等。8个试点地市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超过3000万，占全省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的75%。目前，广东已
完成经办规程制定、信息系统建设、社
保卡用卡环境改造、业务培训等工作，
确保如期启动试点。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
伤保险待遇支付处三级调研员郑辉介
绍，天津市此次开通了天津市天津医
院、天津西青鼎翼骨科医院两家工伤医
疗协议机构，天津市天津医院一家工伤
康复协议机构，天津市康复假肢厂一家
辅助器具配置机构，作为工伤保险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机构。

成都是四川省首批试点城市之
一。成都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业务
受理二处处长高天志说，在结算系统方
面，成都市组织试点协议服务机构做好
跨省异地就医费用联网结算信息系统
接口改造测试，目前已通过接口模式接
入全国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系统，为社保
经办机构、协议服务机构协同办理工伤
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业务提供了支撑。

今年2月底，家住成都锦江区的重
庆大足区玉龙煤矿退休工伤职工兰先
生在12345热线平台留言咨询工伤跨省
异地就医结算政策。1日试点启动后，
在成都和重庆社保部门通力协作下，为
兰先生办理了备案和刷卡就医手续。
兰先生也成为四川省第一例工伤保险
跨省异地就医人员。“不需要再来回跑

了，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兰先生说。
“现在要求只有在参保地完成工伤

认定、工伤复发确认、工伤康复确认或
辅助器具配置确认的职工，并且还需要
先备案，才能进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报
销，建议进一步简便相关程序，为受伤
职工在异地就医提供更多便利性。”丁
少群说。

成都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副局
长谢雨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循序渐进、
布局合理的原则，综合医疗机构区域分
布、资质条件、技术优势、异地人员就诊
数量等因素，科学布局辖区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协议服务机构。

随着试点工作开展，广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将及时总结经验，充分
发挥首批试点机构的示范作用，加快拓
展广东省参与试点的工伤保险服务协
议机构数量，让更多协议机构提供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更好满足参保
工伤职工跨省异地就医需求。

“近期，我们将做好宣传和培训工
作，认真收集群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方便更多异地就医的工伤职工。”郑辉
说。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9235件代表建议统一交办
确定重点督办建议20项

更好保障工伤职工权益
——工伤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开展首日观察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水利部发布
最新汛情通报，依据汛期阶段划分相关
规定，确定4月1日为今年入汛日期，与
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

根据汛情通报，今年汛期期间，据

预测全国旱涝并发、涝重于旱，长江等
七大江河均有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暴雨
洪水，部分地区可能发生阶段性干旱。

水利部当天会商研判汛期形势和
当前雨情水情，要求各地水利部门锚定

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
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
严格落实各项责任制，强化预报、预警、
预演、预案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水利部要求各地水利部门迅即进
入汛期状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紧盯
防汛重点环节，继续强化防汛准备。同
时，云南、四川等地做好抗旱保供保灌
工作，千方百计保障用水需求。

4月1日，我国进入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