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强。 图为参观者

在北京举行的2019世界5G大会上了解一款5G机器人。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张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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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 政法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坚持党对

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牢

牢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工作体系总要求， 发

扬斗争精神， 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 以统筹推进全

局性、 战略性、 基础性工作为立足点， 以防控化解各类风险源

为着力点， 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切入点， 着力提

高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法治

中国，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

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正的法治环境、 优质的服务环境。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出席会议。

坚
持
以
“两
个
维
护
”引
领
全
党
团
结
统
一

—
——
论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十
九
届
中
央
纪
委
四
次
全
会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 要

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

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保

证党的团结统一至关重要。

“坚持以 ‘两个维护’ 引

领全党团结统一”， 在十九届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 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取得的重

大成就 ， 深入阐释 “两个维

护 ” 的 重 大 意 义 ， 对 增 强

“两个维护” 的政治自觉作出

重要部署 ， 为全党以统一的

意志和行动维护党的团结统

一 ，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

力 、 思想引领力 、 群众组织

力、 社会号召力， 指明了前进

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

求。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

性建设， 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

效果。 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

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

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

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 保证全党令

行禁止， 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所系， 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

益所在。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重大

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 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强

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提出

一系列明确要求， 取得了明显

效果。 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党的建设首位， 以一系列重

要制度性安排保证全党自觉向

党中央看齐，坚决践行“两个维

护”； 我们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到哪里、 监督检查就跟进到

哪里，对贯彻党章党规、执行大政

方针等情况的政治监督成为常

态；我们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树立正确

选人用人导向， 持续净化党内政

治生态。 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

够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

变革， 最根本的就是形成和确立

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坚持了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越

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

是任务艰巨， 越要发挥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越要

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 只有在全党激发

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党才能以新气象新作为统揽推

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讲政治是具体

的，“两个维护” 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

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

干部的日常言行上。 全党必须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 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做到“两个维护”，既要体现理性认同、情感认同，又要

有维护定力和能力。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

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

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就一定能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载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
增长6.1%，中国经济规模迈向100万亿元大关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

增强。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

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99086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1%，符合

6%至6.5%的预期目标。 按当前国内生产总值

计算，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

分季度看，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去年一季

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

增长6.0%，四季度增长6.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

长宁吉喆表示，GDP的季度波动是正常的，如果

观察世界各国公布的GDP数据， 季度波动幅度

可能还要大一些。衡量GDP增长情况，不仅可以

用同比和环比，也可以用环比折年率，这些都是

统计领域的不同方法。

同时， 中国加大 “六稳” 工作的力度，

即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

资、 稳预期， 过去一年 “六稳” 取得明显成

效。 宁吉喆表示，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并不刻意追求经

济增速，而是追求有质量、有效益的合理增速。

展望2020年，中国经济稳定向好、长期向

好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 各地区各部门将积极推动各项政策

措施落地见效，特别是当前中国1.2亿市场主

体发展活跃，也将共同推动实现有质量、有效

益的增长。 “所以说，今年经济稳定增长是可

以预期的。 ”宁吉喆说。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 意味着什么 ？

宁吉喆解释说 ，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 2018

年， 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人口规

模近15亿 。 随着总人口达到14亿的中国步

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万美元以上国家行

列 ， 全球在这个行列的国家人口规模将接

近30亿。

“这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

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对世界作

出的贡献。” 宁吉喆说。 他指出， 2019年中国

GDP占世界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6%， 中国经济

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达到30%

左右， 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动力最足的火

车头。

中缅人民友好交往跨越千年绵延不断
习近平在中缅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上致辞

新华社内比都1月17日电 在中缅建交

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

动仪式上的致辞

（2020年1月17日，内比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温敏总统，

尊敬的昂山素季国务资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敏格拉巴！

新年伊始， 贵国刚刚庆祝了独立节，

中国的春节即将到来， 我在这吉祥如意的

时刻访问贵国， 特别是今晚同大家欢聚一

堂， 感到分外亲切。 首先， 我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 向缅甸社会各界和缅甸人

民，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刚才， 温敏总统和昂山素季国务资政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接下来，我们将共

同启动中缅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和中缅文

化旅游年。 这是中缅友好交往光辉历程的

重要历史印记，也是两国人民的华彩盛事，

我很高兴同大家一起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中缅山水相连， 两国人民友好交往跨

越千年，绵延不断。不论是秦汉时期南方丝

绸之路上的互通有无， 骠国王子出使盛唐

交流歌舞艺术， 还是上个世纪双方携手反

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体现了双方心意

相通、患难与共的深厚底蕴和宝贵传统。

中缅文化都讲一个 “缘” 字。 两国地

缘相近、 人缘相亲、 文缘相通， 胞波情谊

历经千年始终如一， 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动

力和源泉。 双方要通过办好建交庆祝活动，

增进文明互鉴， 密切人文交流， 多为两国

老百姓办实事、 办好事， 为中缅友好事业

培养更多参与者、 受益者、 支持者， 筑牢

两国友好社会基础。

文化和民风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我11

年前曾访问过贵国， 举世闻名的仰光大金

塔、 淳朴友好的当地民众、 绚丽多彩的文

化风俗， 都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再次到访内比都， 这里依旧宁静祥和， 生

机盎然 。 相信随着中缅文化旅游年的启

动， 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来到缅甸，

领略这里传承千年的美丽图卷。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新时代推进中缅

关系， 要继往开来、 守正创新。 我同温敏总

统一致同意以这次访问为起点， 共同构建中

缅命运共同体。 这一重要政治共识， 深刻诠

释了中缅两国唇齿相依、 休戚与共的特殊关

系， 生动体现了两国人民患难与共、 守望相

助的兄弟情谊， 全面擘画了双边关系未来发

展的崭新蓝图。

2020年对中缅两国和双边关系而言， 都

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中国将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 缅甸将举行新一

届大选， 国家发展建设进入新的时期。 中缅

关系已进入新时代， 双方要以构建中缅命运

共同体为遵循， 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重，

夯实政治互信， 扩大务实合作， 密切人文交

流， 使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 好朋友、 好胞

波、 好伙伴。

刚才， 我参观了庆祝中缅建交70周年图

片展， 其中有一张周恩来总理1954年6月28

日至29日访问缅甸的照片， 那时候， 中国和

印度、 缅甸分别发表联合声明， 共同倡导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

创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

运共同体， 但国际关系中不公正不平等现象

仍很突出，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依然任重道远。 新形势下， 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不仅没有过时， 反而历久弥新。 中方愿同

缅方一道， 做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表率， 树立国家间交往的典范， 推动国际

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上个世纪60年代， 中国的陈毅元帅曾赋

诗道： “胞波感情重， 江水溯源长。” 我相

信，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缅友好交往和合

作发展的历史潮流， 一定会像同宗同源的中

国澜沧江和缅甸伊洛瓦底江一样， 跨过崇山

峻岭， 越过激流险滩， 始终奔腾向前。

最后， 我衷心祝愿，

中缅友好万古长青！

注：

敏格拉巴， 缅文读音， 意为 “你好”。

习近平：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开启中缅关系新时代
（上接第一版 ）这是中缅友好交往光辉历

程的重要历史印记 ， 也是两国人民的华

彩盛事 。 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跨越千

年 ， 绵延不断 。 双方有着心意相通 、 患

难与共的深厚底蕴和宝贵传统 。 中缅文

化都讲一个 “缘” 字。

两国地缘相近 、 人缘相亲 、 文缘相

通， 胞波情谊历经千年始终如一， 是双边

关系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双方要通过办好

建交庆祝活动和文化旅游年活动， 增进文

明互鉴， 密切人文交流， 为中缅友好事业

培养更多参与者、 受益者、 支持者， 筑牢

两国友好社会基础。

习近平强调， 新时代推进中缅关系，

要继往开来、 守正创新。 我同温敏总统一

致同意共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这一重

要政治共识深刻诠释了中缅两国唇齿相

依、 休戚与共的特殊关系， 生动体现了两

国人民患难与共、 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

全面擘画了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崭新蓝

图 。 双方要以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为遵

循， 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重， 夯实政治

互信， 扩大务实合作， 使两国人民永做好

邻居、 好朋友、 好胞波、 好伙伴。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缅甸共同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

创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 但国际关系中不公正不

平等现象仍很突出，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

共同发展， 依然任重道远。 新形势下， 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没有过时， 反而历久

弥新。 中方愿同缅方一道， 做弘扬和践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 树立国家间交

往的典范， 推动国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胞波感情重， 江水溯

源长。” 我相信，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

缅友好交往和合作发展的历史潮流， 一定

会像同宗同源的中国澜沧江和缅甸伊洛瓦

底江一样 ， 跨过崇山峻岭 ， 越过激流险

滩， 始终奔腾向前。 （致辞全文另发）

致辞后 ， 习近平和温敏共同按下按

钮， 正式启动中缅文化旅游年。

两国领导人一同欣赏了中缅两国艺术

家呈现的精彩演出。 身着民族服装的缅甸

艺术家手持传统工艺制成的勃生伞， 先后

拼出 “缅甸 ”、 “中国 ” 两个英文单词 。

勃生伞宛若一朵朵美丽的鲜花瞬间绽放出

数字 “70”， 象征着对中缅建交 70 周年的

美好祝福， 全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

仪式开始前， 习近平在缅方领导人陪

同下， 观看了庆祝中缅建交 70 周年图片

展。 图片展记录了中缅建交 70 年来双方

交往中的一幕幕感人画面。 习近平不时驻

足， 认真听取讲解并仔细观看。

当晚， 习近平同缅甸联邦议会议长兼

人民院议长蒂昆密和民族院议长曼温凯丹

进行了友好交谈， 并和缅甸主要政党领导

人集体合影留念。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内比都 1 月 17 日电 （记者孟

娜 郝薇薇 ） 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下午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比都同缅甸总统温

敏会谈。

习近平表示 ， 今天是中国农历 “小

年”，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缅甸

政府和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习近平指出，

我在中缅建交 70 周年之际将缅甸作为新

年首访国家， 体现了对中缅胞波情谊及深

化中缅关系的高度重视。 我希望通过此访

发出 3 点信息： 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坚定支持缅甸政府和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 不断推进国家发展事业； 二

是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奠定深厚

基础， 共同致力于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将

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三

是中方愿同缅方积极推进务实合作， 加快

“一带一路 ” 倡议同缅甸发展战略对接 ，

使双边互利合作结出更多硕果， 造福两国

人民。 中方愿同缅方携手弘扬传统胞波情

谊， 共同擘画发展蓝图， 开辟中缅关系新

时代。

习近平强调， 我们刚刚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70 年来， 中国取得巨大发展

成就的实践证明， 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

路是成功的，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 对中国的未来， 我们充满信心。 中国

将坚持和平发展， 坚持永不称霸。 为此，

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希望这

个地球村里的各国能够和睦相处、 互利共

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从周边做

起， 坚持睦邻安邻富邻。 中国开展对外合

作从不强加于人， 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反

对你输我赢、 单边通吃。 中方愿同缅方在

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稳步推进中缅经

济走廊重点合作项目的建设， 更多惠及当

地人民 ， 使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中方也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坚定支持

缅甸维护合法权益和国家尊严。

温敏代表缅甸政府和全体人民热烈

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 ，

相信此访必将成为一次历史性访问 ， 掀

开缅中关系新篇章 。 温敏祝贺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希望中国能

够更多同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分享治国理

政经验 ， 相信中国的成功经验将为缅甸

经济发展 、 民生改善 、 脱贫致富提供有

益借鉴。 他表示，缅方感谢中方在若开邦

等问题上给予的理解和支持，赞赏中方为

缅甸国内和平进程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缅

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在香

港 、澳门实行的 “一国两制 ”方针 ，始终认

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缅

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 愿同中方积极构建缅中命运共同

体。 中方对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无私

帮助 ，合作惠及民生 、关注环保 。 双方在

“一带一路” 框架内推动共建缅中经济走

廊建设， 对缅甸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相信随着合作日益深入 ， 缅中关系将得

到更大发展。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

加会谈。

新华社内比都 1 月 17 日电 （记者吕

传忠 孙浩） 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晚， 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内比都出席缅甸总统温敏在总统

府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

习近平在缅甸总统温敏、 国务资政昂山

素季、 第一副总统敏瑞、 第二副总统亨利班

提育等陪同下步入宴会厅。

军乐团奏中缅两国国歌。

温敏致辞表示， 习近平主席将缅甸作为

新年首访国家， 缅甸人民深感荣幸。 缅方感

谢中方为缅甸和平与发展提供的支持和帮

助。 缅中两国始终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致力于发展更加紧密

的合作伙伴关系。 相信习主席此访将成为两

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祝愿习主席访问

圆满顺利， 取得丰硕成果！

习近平在致辞中首先感谢缅甸政府和人

民给予的盛情款待和周到安排 。 习近平指

出， 回顾历史， 两国胞波情谊之所以能够跨

越千年、 历久弥坚， 贵在双方始终坚持心意

相通 、 真诚相交的胞波情谊 ， 坚持风雨同

舟、 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 坚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合作方针。 展望未来， 双方要以

中缅建交 70 周年为契机， 携手构建中缅命

运共同体， 开启中缅关系新时代。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坚持做同舟共济的

好邻居， 继续本着睦邻友好精神， 为两国人

民安居乐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环境。

要坚持做同甘共苦的好朋友， 新形势下继续

携手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 坚定支持

彼此重大关切，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

荣发展。 要坚持做合作共赢的好伙伴， 推动

中缅经济走廊进入实质建设， 为两国各领域

交往合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给两国人民带

来更大福祉。 要坚持做心心相印的好胞波，

得民心， 顺民意， 惠民生， 把中缅友好事业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相信在新的一年里， 中

缅两国将继续守望相助、 携手共进， 开辟国

家发展新局面， 书写中缅友谊新篇章。

丁薛祥 、 杨洁篪 、 王毅 、 何立峰等出

席。

新华社内比都 1 月 17 日电 （记者蒋国
鹏） 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内比都总统府出席缅甸总统温敏举行

的隆重欢迎仪式。

1 月的内比都 ， 阳光明媚 ， 草木葱

茏 。 总统府前草坪上 ， 礼兵英姿飒爽 ， 整

装列队 。

温敏在总统府前热情迎候习近平。 两国

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仪仗队举枪致意， 军

乐团奏中缅两国国歌。 习近平在温敏陪同下

检阅仪仗队。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

一一握手问候。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出席

欢迎仪式。

新华社内比都 1 月 17 日电 （记者黄尹
甲子 郑晓奕） 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下午， 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内比都总统府出席缅甸总统

温敏举行的欢迎仪式后，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

素季专程前往总统府欢迎和问候习近平。

昂山素季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缅甸进

行国事访问， 表示缅方对此访期盼已久。 习

主席此访临近中国新春佳节， 又时值缅中建

交 70 周年， 更具有特殊意义。 缅方非常感

谢和珍视中方多年来给予缅甸的大力支持。

缅中 “胞波” 之谊历经时代变幻的考验， 只

有我们才深知其中的深刻含义。 中国一直是

我们的好朋友， 命运已把我们双方紧紧联系

在一起。 缅方愿与中方继续同甘共苦， 构建

命运共同体。 相信习主席此访一定能推动两

国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习近平感谢缅甸政府和人民给予的盛情

欢迎。 习近平表示， 这次我作为国家主席首

次访问缅甸， 也是今年我首次出访， 双方将

共同庆祝并启动中缅建交 70 周年系列活动，

具有重要意义。 中方坚定支持缅甸走自己选

择的发展道路， 愿巩固和深化两国和两国人

民之间的 “胞波” 情谊， 不断赋予其更丰富

内涵， 共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内比都 1 月 17 日电 （记者车宏
亮 骆珺） 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下午， 国家主

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内比都国际机场， 开始

对缅甸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缅甸领空时， 2

架缅甸战机升空护航。

习近平抵达时 ， 缅甸第一副总统敏瑞

率多名内阁部长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 缅甸

少年儿童向习近平献花 。 身着各民族传统

服装的缅甸青年夹道欢迎 。 礼兵分列红地

毯两侧致意 。 当地艺术家和大学生们表演

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歌舞 。 缅甸青少

年挥动中缅两国国旗 ， 用缅文欢呼 “中缅

友谊万岁” “习主席身体健康”， 向习近平

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 习近平微笑着向他们

挥手致意。

习近平车队离机场前往市区。 机场大门

上方悬挂着写有 “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访问缅甸” “缅甸联邦共和国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致以崇高敬意” 的

红色横幅 。 沿途两侧中缅两国国旗迎风飘

扬， 习近平巨幅肖像和写有 “中缅胞波友谊

万古长青” “中缅友好合作不断发展” 的巨

幅标语格外醒目。 当地民众载歌载舞， 青年

学生挥舞两国国旗， 以缅甸人民特有的质朴

热烈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缅甸

政府和缅甸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中缅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两国人民胞波情谊深厚。 建交 70 年来， 中

缅秉持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我期

待同缅甸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

题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传承胞波情谊、 密切

全面战略合作， 推动中缅关系迈上新台阶、

进入新时代。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陪同

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17 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应缅甸联邦共和

国总统温敏邀请， 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

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