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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
海关总署11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6.02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较前
三季度小幅回调0.1个百分点。

从一季度4.8%的起势，到二季度增
速进一步提升至7.3%，再到三季度受短期
偶发因素影响，当季进出口增速降至
3.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
示，总体来看，我国外贸平稳增长的态势
没有改变，随着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
优化，全年外贸质升量稳目标可望实现。

细看这份“成绩单”，出口向好巩固
了外贸稳增长的“底盘”。数据显示，前
10个月，我国出口20.8万亿元，同比增
长6.7%，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5个百
分点。特别是10月份，单月出口增长
11.2%至2.19万亿元，增速创2023年5月
以来新高。

对于出口表现，有外国媒体评价称
“超出预期”。毕马威联合中国贸促会
商业行业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
下半年中国企业外贸信心指数为10.3，

处于信心扩张期，出口仍将保持韧性。
在众多出口产品中，机电类的表现

依旧最为抢眼。据海关统计，前10个月，
机电产品占我国出口比重近六成。其
中，船舶、汽车、摩托车出口增速较快，分
别增长74.9%、20%、24.6%；家用电器、
通用机械设备出口则分别增长16.1%、
14.5%，大幅高于同期出口整体增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
究部副研究员陈红娜表示，出口在我国
经济增长中作用突出，以新质生产力赋
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和全球竞争力，从而
掌握应对风险挑战的主动权。

从“朋友圈”看，作为我国传统贸易
伙伴的欧美地区，已出现局部回暖趋
势。前10个月，我国对美国进出口同比
增长4.4%，增速相比前三季度提升0.2
个百分点。

为了分散贸易风险，当前不少外贸企
业向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进军”。
智利车厘子、洪都拉斯白虾、尼加拉瓜

蜂蜜……在关税、物流等多重利好因素
拉动下，中拉“跨半球”交往深入推进。

数据显示，前10个月，我国有17.8
万家企业与拉美地区开展贸易，同比增
加6.9%，推动对拉美进出口增长9.1%，
高出我国整体增速3.9个百分点。

同时，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0
月，我国外贸进口1.51万亿元，同比下降
3.7%，较上月继续回落3.2个百分点。对
此，陈红娜表示，月度进口增速连续波
动，一方面受到进口价格、汇率波动等
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内需求仍需进
一步提振。

人头攒动的队列、热情推介的展
商、不断落地的订单……正在举行的第
七届进博会，吸引了全球约3500家企业
参展，包括29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
企业，还有来自多国近800个采购团体
参展与会，数量创历届新高。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进博会
“大舞台”生动彰显出中外企业合作的
意愿和中国市场蕴含的机遇。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仍面临一些挑

战，包括全球贸易保护加剧，主要市场
增长动能弱、债务负担重，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增多等，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
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接续发力，外贸发
展后劲正在凝聚，内需潜力将进一步得
到释放。

最新的月度数据已经展现变化：10
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4.6%，增速较9
月份加快近4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出
口增速由前三季度的1.3%提高到7.4%；
中间品出口增长13.8%，其中电子消费
类、基础金属类、纺织及家具类中间品出
口分别增长18.9%、24.7%、14.9%……

陈红娜表示，今年还剩下不到两个
月时间，政府与企业要共同努力，形成
合力。“千方百计抓住年底外贸旺季的
宝贵时间窗口，加快释放政策红利，继
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引导企业多元
化布局海外市场，深化区域合作领域与
范围，注重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
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做好全年
外贸的冲刺与收官。”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今年底实现信息共享！
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更高效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近年来，
医疗救助工作惠及更多患者，但仍存
在信息尚未有效协同、共享不及时等
情况，影响及时高效救助困难群众。
对此，国家医保局、民政部要求尚未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的地区，在2024年
年底前建立覆盖有关部门的医疗救
助对象信息共享机制。

这是记者从7日发布的《国家医
保局办公室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医疗救助对象信息共享工作
的通知》中了解到的。

通知明确，加强医疗救助信息
共享管理，各地各级医保、民政部门
要根据工作需要提出数据共享需
求，并以签订协议等形式明确数据共
享清单。

通知还规范了医疗救助待遇享
受时限，明确动态调增或调出医疗救
助对象均从身份调整之日次月起享
受或停止医疗救助待遇。

通知强调，各级医保、民政部门
要严格执行信息保密制度，加强对共
享信息的安全管理，严格控制信息查
询权限，对涉及个人隐私等信息进行
加密处理，防止信息泄露。此外，强
化基础信息监测及核验，做好信息共
享工作衔接，信息共享频次原则上每
月不低于1次。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涉外国家安
全机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
和安全，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
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
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构建
新安全格局，全力防范化解影响我国国
家安全的外部风险挑战，取得全方位、
历史性重大成就。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和民族尊严，连续挫败外部势力利用台
湾、涉疆、涉港、涉藏、涉疫、人权等问题
对我攻击抹黑，反渗透反恐怖反分裂斗
争卓有成效，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有力回击反
制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与11个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建交、复
交。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稳步推进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妥善处置周边安
全风险，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加快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
范体系，多次实施海外公民紧急保护与
撤离行动，不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安
全保障，维护海外中国公民、机构和项

目安全。维护粮食、能源、重要资源供
给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积
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有力支持联合国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重要议程，深度参与
国际安全合作，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等安
全领域新理念新主张，在全球安全事务
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上升。

当前，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
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加
强，涉外国家安全风险对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影响日益上升。必须不断提升
维护涉外国家安全能力，进一步完善涉
外国家安全机制。

第一，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要统
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应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风险挑战。当前，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思
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
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我国外部环境和安
全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外部打压遏制
随时可能升级。历史反复证明，以斗争
求安全则安全存，以软弱退让求安全则
安全亡。要发扬斗争精神，建立健全周
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
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健全维护海洋权
益机制，坚决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
遏制，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
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全力维护党的
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第二，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要

统筹开放和安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和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与世界关系发生
历史性变化。我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
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自2017年起连续
7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2023
年出口国际市场份额14.2%，连续15年
保持全球第一。我国境外资产总额巨
大，在外旅游、工作、留学人员数量庞
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开放越
要重视安全”。要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
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深化安
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及时协调处置重
大涉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事件，完善共
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维护我国
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确保粮食、
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第三，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要
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推进全球安
全治理。实现民族复兴不仅需要安定
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
国际环境。要继续倡导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推进落实全
球安全倡议，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
构，寻求普遍安全最大公约数，推动构
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蒙）11月7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二十批群众信
访举报件247件（来电举报83件，来信举
报164件），其中重点关注22件。

从信访举报件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类
型来看（一件举报可能涉及多种问题类型），
涉及大气72件、水41件、噪声68件、土壤
25件、生态12件、辐射2件、其他类型27件。

从区域分布上看，成都市146件，自

贡市3件，攀枝花市4件，泸州市6件，德阳
市9件，绵阳市6件，广元市3件，遂宁市2
件，内江市4件，乐山市5件，南充市11件，
宜宾市7件，广安市5件，达州市4件，巴中
市3件，雅安市8件，眉山市10件，资阳市
2件，阿坝州1件，甘孜州2件，凉山州5
件，省级1件。所有举报件均已及时转
交相关市（州）和省级相关部门处理。

截至11月7日10时，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省转办群众

信访举报件3272件（来电1711件，来信
1561件），其中重点关注243件。各地累
计信访举报件为：成都市1914件，自贡
市62件，攀枝花市81件，泸州市70件，德
阳市123件，绵阳市98件，广元市41件，遂
宁市34件，内江市83件，乐山市89件，南
充市105件，宜宾市95件，广安市64件，达
州市59件，巴中市20件，雅安市62件，眉
山市120件，资阳市48件，阿坝州12件，
甘孜州10件，凉山州57件，省级25件。

大盘稳、支撑足，外贸全年目标可望实现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在 四 川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值班电话和邮箱

督察进驻时间：10月18日到11月18日

举报电话：028-60595571

邮政信箱：四川省成都市A535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二十批信访件

为什么要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