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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开罗 1 月 14 日电
（记者 董修竹） 当地时间 1 月
14 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在开罗同埃及外长舒凯里会谈

后共同会见记者。
有记者问及中方对台湾地

区领导人选举后两岸关系和台

湾局势的看法，王毅表示，台湾
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都改变不
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
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都
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王毅表示，80 年前， 就在

我们今天所在的开罗，中、美、
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明确
规定 “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
土台湾归还中国”。 此后，1945
年中美英苏联合发表的 《波茨
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
言》条款必将实施”。 日本则接
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
投降。 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
效力的文件构成了战后国际秩

序的组成部分， 也奠定了台湾
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历史与

法理根基。
王毅强调， 台湾从来不是

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不
是！“台独”从来不可能成事，过
去不能，今后更绝无可能！台湾
岛内谁想搞“台独”，就是分裂
中国国土， 必将受到历史和法
律的严惩。 国际上谁要违反一
个中国原则， 就是干涉中国内
政、侵犯中国主权，必将遭到全
体中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共

同反对。
王毅表示，“台独” 严重威

胁台湾同胞的福祉， 严重损害
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将严重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是一条绝路，更是一条死路。 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继续根
据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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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观察

（上接第一版）现在，统战工作不
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
要了。 第二，必须解决好人心和
力量问题。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
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

键，是最大的政治。 统战工作的
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
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第三，
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

关系。 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
发扬 “团结—批评—团结 ”的优
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
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
大同心圆。 第四，必须坚持好发
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同时推动多党合作展现新
气象、 思想共识取得新提高、履
职尽责展现新作为。 第五，必须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要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正确道路，推动各民族坚定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高度认同，引导各族群众
牢固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

念。 第六，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
国化方向。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
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 第七，必须做好党外知识分
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

作。 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充
分尊重是前提， 加强引导是关
键，发挥作用是目的。 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要把他们组织起
来，加强引导、发挥作用。 第八，
必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
问题。 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 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合格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第
九，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
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发展壮大
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维护
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确保
“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贯彻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

方略，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

量，反对“台独”分裂行径，推进
祖国完全统一。围绕凝心聚力同
圆共享中国梦的主题，积极引导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致力于祖

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
第十，必须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
伍建设。要加强培养、提高素质，
科学使用、发挥作用，着力培养
一批同我们党亲密合作的党外

代表人士。 第十一，必须把握做
好统战工作的规律。要加强同党
外人士的团结联系，坚持尊重、维
护、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待之
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助之以
实， 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党
外朋友。 第十二，必须加强党对统
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统一战线是
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要确保党对
统战工作全面领导。 统战工作是
全党的工作， 必须全党重视、大
家共同来做， 构建党委统一领
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
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文章强调，关于做好新时代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

智慧结晶，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
根本指针，全党必须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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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濮阳中原东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4109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932179
业务范围：办理储蓄存款业务；

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
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代理收
付款项及保险等业务； 经国务院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

行授权的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1993 年 7 月 27

日

机构住所： 河南省濮阳市 011
街道 007 街坊建业桂园（164-03）

发证日期：2023 年 12 月 21 日
发证机关：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濮阳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中原东路支行金融许可证公告

2024 世界会怎样？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
顾天成 李恒）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
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 14 日在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近
期多渠道监测系统数据显示， 元旦假
期后全国新冠疫情仍处于较低水平 。
其中， 哨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
保持在 1%以下，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
占比呈现上升趋势。

“专家研判认为，近期我国将继续
呈现多种呼吸道疾病交替或共同流行

态势，短期内仍将以流感病毒为主。 ”
王大燕表示， 受国外新冠病毒 JN.1 变
异株持续输入、 国内流感活动逐渐减
弱等多因素影响，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可能在本月出现回升， 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我国优势流

行株。
专家建议， 高风险人群要做好个

人防护避免感染。 在传染性呼吸道疾
病流行期间，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要
外出时要佩戴好口罩。

新华社悉尼 1 月 15 日电 瑙鲁政府当地时间 15
日发布声明，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当局断绝
所谓“外交关系”。

声明指出， 瑙鲁政府按照联合国 2758 号决议，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瑙鲁即日起断
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
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随着寒假和春节假期

临近，人群大规模流动和聚
集可能加速呼吸道疾病传

播风险。当前全国季节性流
感等呼吸道病原体流行情

况如何？ 公众如何做好防
治？ 怎样强化医疗力量配
备？ 国家卫生健康委 14 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
心问题进行回应。

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

续上升

“季节性流感包括甲型
H1N1、甲型 H3N2 亚型以
及乙型流感。 ”中国疾控中
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

主任王大燕介绍，监测数据
显示，我国南方省份近 3 周
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

升至 36.8%， 北方省份近 5
周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

上升至 57.7%，一些省份乙
型流感病毒占比已超过甲

型流感病毒。
部分公众关心感染过

甲流的患者是否仍可能感

染乙流。对此，王大燕表示，
得了甲流后产生的免疫反

应，对乙流不能提供有效的
免疫保护。即使本次流行季
得过甲流，也还有可能再次
感染乙流。 目前，流感疫苗
中包含甲型 H1N1 亚型、甲
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
组分，建议高风险人群尽早
接种流感疫苗。

监测数据还显示，元旦
假期后全国新冠疫情仍处

于较低水平。 其中，哨点医
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保持在 1%以
下， 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占比呈现上
升趋势。 专家研判认为，近期我国将继
续呈现多种呼吸道疾病交替或共同流

行态势，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可能在本
月出现回升， 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大
概率将发展成为我国优势流行株。

病原诊断很重要 须针对性治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

任王贵强表示，公众感染流感病毒、新
冠病毒等病原体以后， 建立的免疫力
并不持久，可能出现反复感染，且这些
病原体之间也没有交叉免疫， 不同病
原体可以同时或者交替感染。 从而容
易导致上呼吸道黏膜屏障受损， 继发
细菌感染等。

专家建议， 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
状要及时进行病原诊断， 明确诊断后
针对性治疗。 通过针对性治疗可以有

效缩短病程，降低进一步传
播风险、降低住院和重症风
险。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

清泉表示，养护正气是预防
呼吸道症状反复发作的关

键。患者在患病期间或康复
过程中，规律的睡眠对于提
升正气非常重要。保持饮食
清淡、营养丰富，不吃油腻
辛辣刺激食品，注意防寒保
暖。同时，不要乱用药、乱投
医。

呼吸道感染容易诱发

或加重老年人群心血管疾

病。对此，专家特别提醒，心
血管疾病患者发生呼吸道

感染，应积极治疗，对于年
龄大于 65 岁以上， 既往有
冠心病、慢性心率衰竭等病
史的患者，不要出现感冒样
症状后选择忍耐，而要积极
尽快到医院就诊。

强化医疗力量配备 优

化就诊流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
表示， 要积极调配医疗资
源，优化就诊流程，保障医
疗用品供应。做好医疗资源
储备，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
效救治。

王贵强表示，针对不同
类型呼吸道疾病，各级医疗
机构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精

细化管理和个性化治疗。包
括增加发热门诊、 感染、呼
吸相关科室人力资源，尽可
能开放门诊服务，强化医疗

资源整体配比， 减少患者就诊等候时
间；高水平医院对下级医院，包括社区
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和专业支

持， 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常见
呼吸道疾病诊疗；实行线上挂号，尽量
减少就诊人员聚集， 充分发挥互联网
诊疗优势；强化病原体检测，提高抗生
素使用针对性， 促进规范合理使用相
关药物等。

元旦假期以来， 南北互跨旅游吸
引了大量游客， 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
动医学科主任王健全建议， 群众参与
冰雪运动要有比较科学完善的装备 ，
衣服要轻薄但隔热，能够抵御严寒；开
始时尽量选择低难度赛道或低难度雪

道进行滑动；冰雪运动在寒冷环境中，
要注意时间不要过长， 适当休息补充
能量。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新华社杭州 1 月 14 日电 （记者
张璇） “整治之后停车位多了，大家也
更自觉遵守规则， 我们现在终于不用
担心出门路被堵住了， 小区环境和氛
围也好了很多。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瓶窑镇汇观山花苑居民李女士

感慨着小区变化，连连夸赞。
据了解， 汇观山花苑紧邻桥北农

贸市场， 许多来农贸市场的车辆停在
小区内及小区门口， 此前小区业主上
班经常遇到出口堵、出行难的问题，严
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余杭区全面推行“分线包网”社区
工作模式。 分线专职网格员在走访中，
将汇观山花苑居民反映的情况上传到

网格，再由网格汇报社区协同处理。 随
即，社区召开议事协商会议，在充分听
取小区居民意见和建议后， 最终商定
将大桥北路区块停车场对外开放运

营，以纾解改善停车难题。 同时，当地
为小区门口安装道闸， 只允许业主车
辆入内，并加强停车管理。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人口流动

的加快，社区服务需求愈加多元。 余杭
区聚焦党建统领网格智治， 选优配强
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立足“小网格”，
融入 “微服务 ”，撬动 “微治理 ”，形成
“事在格中办，网尽所有事、服务零距
离”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格局。

“‘分线包网’工作机制，不仅促进
了社区工作者队伍能力提升， 进一步
推动结构优化，还持续激发干事能力，
推动民生实事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

决。 ”余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
余杭区将持续强化社区党组织领导下

的治理队伍， 不断深化党组织引领下
的“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生动实
践。

瑙鲁宣布与台湾“断交”

1 月 14 日，市民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一家超市选购新春饰品。春节临近，多地大街小巷年味渐
浓，人们在喜庆的氛围中迎接新春佳节。 新华社发 （陈熙 摄）

年味渐浓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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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冠疫情仍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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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社区“微治理”撬动“新转变”

2024 年已经到来， 新的一年全球
各地形势将会如何？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百年变
局加速演进。 乌克兰危机和加沙冲突
延宕、全球多国将举行重要选举、世界
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等诸多因素， 让新
的一年充满不确定性。

亚太是全球发展稳定之锚和合作

高地。 重合作、共发展、不在大国之间
选边站队是多数亚太国家的基本立

场。 预计 2024 年亚太地区仍将保持总
体和平和较快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2023 年 10 月预测 ，2024 年亚
太地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4.2%， 高于
全球经济 2.9%的增长率。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 一向致
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促进地区国
家合作发展、共同繁荣。 中国—东盟自
贸区 3.0 版谈判 2023 年已举行数轮磋
商，力争 2024 年内完成谈判。 中国与
亚太地区国家在新一年里的合作值得

期待。
这一年， 亚太多国将迎来重要选

举，包括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
韩国国会选举、 印度人民院 （议会下
院）选举、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巴基
斯坦国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等。 这
些选举将对相关国家政局产生重要影

响，进而对地区局势产生外溢效应。
与此同时， 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

兜售其所谓“印太战略”，拼凑各式封
闭排他的“小圈子”，煽动分裂对抗。 在
美国大选年背景下， 不排除美方出于
国内政治需要加大在亚太地区搅局的

力度，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形势可能
因此承压。

美国总统选举及经济发展态势将

对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较大影

响。
美国大选定于 11 月举行。 从目前

形势看， 白宫争夺战是否在拜登和特
朗普之间展开，尚无法确定。 美国内外
政策的延续或转变将对全球形势产生

深刻影响。
为应对选举， 预计拜登的民主党

政府将在经济、 移民、 教育等领域发
力，而共和党也将奋力造势，以争取夺
回总统宝座。

专家预计，新的一年，美国经济增
速将放缓， 并且会给全球经济带来负
面影响。

在亚欧地区， 乌克兰危机走向将
继续是国际焦点，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本地区乃至世界局势的发展。

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 但目前仍
然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 去年，乌
克兰军队对俄方发动反攻但受挫，一
些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 “援乌
疲劳症”。 但美西方出于维护地缘战略
优势需要， 或仍将持续向乌克兰提供
军援，以同俄方激烈博弈。 乌克兰危机
一旦出现重大变化， 必将是地区和国
际局势中的重大事件。

在俄罗斯， 总统选举定于 3 月举
行，普京总统不久前已宣布参选。 俄舆
论普遍认为，普京大概率将胜选连任。
外交方面，俄罗斯是 2024 年金砖轮值
主席国，将于 10 月在喀山主办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 由于乌克兰危机，俄罗
斯与西方渐行渐远，“全球南方” 在俄
外交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与发展中
国家加强合作将是 2024 年俄外交的
发力点。

在乌克兰，对于是否于 2024 年举
行总统选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
前表示“现在不适宜”。 但乌国内仍有
要求按期选举的声音， 相关事态如何
发展以及将对战局产生何种影响值得

关注。

在欧洲， 令国际社会瞩目的大事

是， 欧盟委员会主席、 欧洲理事会主
席、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
欧洲议会议长等职位都面临换届，这
些人事变动将影响欧盟未来政策走

向。 其中，得到美国支持的现任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否连任值得

关注。
由于欧洲建制派政党近年来在解

决移民、 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方面整
体表现不佳，民众希望看到变化。 在此
影响下， 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不断壮
大。 2023 年，极右翼政党在荷兰、芬兰
等国势力大增。 随着乌克兰危机和巴
以冲突延宕， 新一批难民涌向欧洲 ，
2024 年， 反移民的极右翼势力很可能
在欧洲获得更多支持。

2024 年， 乌克兰危机仍将是欧
盟的主要安全关切之一 。 部分欧盟
国家表示会同乌克兰签订双边安全

保障协议 ， 承诺为乌提供情报支持
和军事援助 。 但欧盟内部已有多国
发出不同声音， 欧盟内部对乌态度已
然分化。

在中东，加沙冲突对巴以双方、对
地区乃至国际局势都带来严重冲击。

目前，国际社会要求停火止战、缓
解人道主义危机的呼声持续加大，但
以色列仍在进行军事行动， 且得到美
国支持，战事走向仍不明朗。 同时，冲
突外溢导致黎巴嫩真主党、 也门胡塞
武装同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明显增

多。
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 而对阿拉

伯国家诉求少有顾及， 阿拉伯国家和
美国之间裂痕将继续加大。

新的一年， 中东地区大国伊朗将
迎来议会选举， 选举结果将影响伊朗
内外政策走向， 其在地区层面的外溢
效应值得关注。

从整个中东地区来看，求和平、谋
发展正成为越来越多中东国家的共

识。 这些国家独立自主性空前增强，正
积极参与塑造国际体系，成为“全球南

方”的重要力量。

随着非洲联盟去年 9 月加入二十
国集团，埃及、埃塞俄比亚今年 1 月 1
日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非洲在全
球事务中的参与度与发言权将提升。

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将再次

在中国举办，中非双方将在更广泛领域
开展合作，为中非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2024 年，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将
加速推进，将有 30 个非洲国家开始实
施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

此外，南非、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
将迎来总统选举， 其结果将对这些国
家以及地区产生影响。 而动荡与战乱
仍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亟需解决

的重要问题。 非洲西部和萨赫勒地区
近年来政变频发，引发广泛担忧。

在拉美，2024 年，萨尔瓦多、巴拿
马、多米尼加、墨西哥、乌拉圭、委内瑞
拉都将举行大选， 这些选举的结果将
决定拉美政治钟摆的左右进程， 同时
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拉美一体化进

程和地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效能。
近来， 随着厄瓜多尔左翼冲击总

统宝座失利和来自极右翼阵营的阿根

廷总统米莱宣誓就职， 拉美左翼掀起
的第二波“粉色浪潮”在经济持续低迷
的“逆风”下略显后劲不足。

2024 年， 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
组织都将进入“拉美时间”，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将分别在巴西和秘鲁举

行。
新的一年， 中拉论坛迎来成立十

周年。 中国将同拉美国家一道，不断提
升中拉合作水平。

纵观全球，新的一年，机遇与风险
同在、希望与挑战并存，求和平、谋发
展仍将是各地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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