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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眼下正

值寒冬岁末，居民用火、用电、用气增

多，企业赶订单生产正忙，火灾风险需

格外警惕。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

查整治和安全监管，加大防灭火及救生

知识宣传力度，以有力举措有效防范化

解消防安全风险。

冬季是火灾多发频发阶段。应急管

理部近期发布数据显示，去年 11 月至今

年2月，全国共发生火灾27.43万起，造成

963人死亡。从火灾场所看，居住场所火

灾最为突出；从起火原因看，电气、用火

不慎、遗留火种等引发火灾占比大。

谨防火灾风险，生活中的隐患不容

忽视。尤其是冬季，北方天寒地冻、南

方阴冷潮湿，电热毯、电暖气、烤火炉等

派上用场，但由于使用不当或产品质量

存在问题，“小火亡人”事故时有发生。

各地要广泛宣传居民防灭火常识，加大

力度打击假冒伪劣取暖产品，从“人”和

“物”两个维度形成合力，并积极对独居

老人等提供上门指导服务，让取暖之事

成为安心之事。

谨防火灾风险，安全生产须臾不可

大意。随着各地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

措施，企业生产开始按下“快进键”，特别

要注意防范劳动密集型企业、电焊等动

火作业环节隐藏的消防安全隐患，尽早

排查、及时化解。元旦、春节临近，大型

商业综合体、电影院、餐饮娱乐等场所的

消防安全尤为关键，各有关方面要采取

针对性举措，切实防患于未“燃”。

水火无情，人命关天。当前，冬春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正在全国开展，

各地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

责任、深入排查，确保取得实效。防范

火灾，我们也要从每一个人做起，从身

边小事做起，清除一个小小的消防安全

隐患，就可能避免一场大的火灾事故，

共同发力保障消防安全。

这是我国新冠疫情防

控 政 策 的 一 次 重 大 调 整

——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将 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由“乙类

甲 管 ”调 整 为“ 乙 类 乙

管”。调整后，感染者与密

接人员隔离、疫区封锁、交

通卫生检疫等防控措施也

将做出相应调整。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

全球持续流行。国内疫情

总体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受各地人群流动性、人口

密度、人群免疫水平等差

异，未来一段时间各地将

陆 续 面 临 疫 情 流 行 的 压

力。这需要我们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将工作重

心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

治，确保平稳有序实施新

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

确保平稳有序实施新

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

要继续做好相关防控和救

治工作，千方百计地降低

重症、减少病亡，维护人民

健康。特别需要关注老年

人、有基础性疾病等重症

高风险人群的疫苗接种、

个人防护和感染后的及时

救治，最大限度减少重症

和病亡。同时，也要加强

病毒变异、疾病严重性、医

疗资源使用情况的监测。

确保平稳有序实施新

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要加强药物供

应保障。做好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相关中

药、对症治疗药物、抗病毒药物、抗原检

测试剂等准备，通过各种途径及方式，满

足居民购药、用药需求。鼓励具备居家

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优

先选择居家隔离治疗，为他们提供在线

健康咨询、合理用药科普等。

确保平稳有序实施新冠病毒感染

“乙类乙管”，要优化配置医疗卫生资

源。要提前做好医疗资源准备，完善分

级分类诊疗机制，加强基层诊疗能力建

设，统筹新冠病毒感染者救治和日常医

疗服务保障工作，尽最大可能不影响正

常医疗服务。同时，也要关心关爱医务

人员、维持社会经济日常运行的人员，合

理安排工作。

平稳有序度过防疫政策调整期，需

要每个人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保持平和心态、乐观心情，用平常心应对

新冠疫情。我们倡导继续做好健康监测

与个人防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

卫生习惯，合理用药、正确就医。

寒冬岁末，防火灾隐患于未“燃”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林碧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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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近日

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

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稳”

的背后，有千钧之力。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731 亿斤，比

上年增加 74 亿斤，粮食产量连续 8 年

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每一粒粮

食、每一份收获都凝结着耕种者的心

血和汗水。面对干旱、秋汛、疫情等

挑战，今年的粮食生产连过数关，丰

收来之不易。

产量稳源于政策稳、产能稳。我

国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2022 年底将

累计建成 10 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的高标准农田；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

面积占比 95%以上，实现中国粮主要

用中国种；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从 2012 年的 57.2%提高到 2021 年的

7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54.5%提

高到 61%以上。这些稳中有进、蹄疾

步稳的发展态势，为保障粮食安全筑

牢根基。

连年丰收，稳住大国粮仓，为经

济社会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也

增强了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信

心和底气。尽管连年丰收，但端牢中

国饭碗，守住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

大意不得。着眼未来，还是应当“稳”

字当头，以稳促进，以进固稳，让稳的

基础更加牢，让进的信心更加足。

如何“稳”，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

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实施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住耕地和

种子两个要害；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

障机制……各地要按照这些要求循序

渐进、稳扎稳打，真正把保障粮食安全

的责任扛起来，共同写好“稳”的文章。

正所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

台”，越是形势复杂，越要把“三农”这

块压舱石牢牢稳住，把中国饭碗牢牢

端住。 来源：新华网

“稳”字当头，端牢中国饭碗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正式生效满一年。一年来，这

个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

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为区域

经济合作增添了新活力，在世界经济

整体黯淡图景下焕发勃勃生机。作

为区域经济合作重要参与方，中国高

质量实施 RCEP，与各方携手推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

带来新机遇，助推地区经济逆风前行。

RCEP 生效有力促进了成员国间

经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年

来，关税减让、原产地累积规则、贸易

便利化等 RCEP 制度红利释放，给各

成员国及其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增

长和收益，促进新的贸易和投资机

会，维护地区供应链稳定，为经济复

苏注入强劲动力。印度尼西亚中华

总商会总主席张锦雄表示，RCEP 整

合资金、资源、专业技术和服务，形成

一个完整的区域经济合作循环和生

态。在不确定的世界发展格局中，

RCEP 提供了稳定性和有序性，未来

能够推动地区经济持续向前发展。

RCEP 生效让合作伙伴更充分分

享中国开放机遇和发展红利。2022

年前 11 个月，我国与 RCEP 其他成员

国进出口总额 11.8 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7.9％，持续显示出 RCEP 区域

贸易自由化优势。在 RCEP 带来进口

成本下降和出口机遇增多的推动下，

搭载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农产品的

“水果专列”沿着中老铁路驶向广阔

的中国市场。2022 年前 11 个月，中国

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15.5％，高于

中国外贸整体增速。随着 RCEP 的深

入实施，其对区域内贸易投资的促进

作用将持续显现。

RCEP 生效与“一带一路”倡议双

轮驱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前多数

RCEP 成员国已加入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加

深了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关

系，强化了共同发展理念，为 RCEP 的

成功签署与落实奠定了良好基础。未

来，具有贸易投资整合力的 RCEP 与

开放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必将充分释放区域共

同发展的协同效应，对我国实现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区域内实现经济

强劲复苏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当前，地区国家进入经济复苏的

关键阶段，一些国家面临供应链紊乱、

粮食能源紧张、通胀压力加大等困

难。无论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还是着眼未来长远发展，都需要深化

区域经济合作，关键是要用足用好

RCEP 市场开放承诺和规则，更大程

度释放协定红利。中国商务部日前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推进

高质量实施 RCEP 等自贸协定，指导

各地方、行业和企业用足用好协定，不

断提升自贸协定综合利用效率。

高质量实施 RCEP、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再扩围、积极推进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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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前正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形成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23 年，

中国将考虑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亚太和全球发

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泰国开泰银行高

级副总裁蔡伟才认为，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在推动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各

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

长带来的红利，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

开放的区域主义，致力于为世界经济

带来稳定预期。新的一年，中国将继

续展现大国担当，推动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在分裂、对抗、逆全球化搅动

世界的背景下高举发展合作大旗，为

世界带来发展新机遇，为世界经济复

苏注入新动力。

RCEP助推区域经济逆风前行
新华社记者 林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