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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应该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创新是第一动力。只有
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
济发展瓶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
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阐明创新的重要
意义。

紧跟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
进博会着力打造新专区新赛道。前六
届进博会已有近2500项代表性首发新
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亮相，科技创新
的“进博效能”辐射全球。

第七届进博会将聚焦发展新质生
产力，诸多“首次”“首发”值得期待。
科技主题区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进
一步完善集成电路专区产业链，升级
人工智能体验区，升级打造创新孵化
专区，持续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前沿
技术首选地、创新服务首推地。雅马
哈发动机公司、立邦、米其林、通用电

气能源等企业将分别带来“中国首发”
“全球首发”“亚洲首发”展品以及“亚
洲首展”前沿技术，一件件新展品、一
项项“黑科技”，凸显海外企业对进博
会的重视和期待。

斯洛伐克前驻华大使杜尚·贝拉
是进博会促成斯中科技创新合作的见
证者。2019年，斯洛伐克科技人员斯
特凡·克莱因研发的飞行汽车亮相进
博会，成为最酷炫的展品之一。今年3
月，他的公司与中国企业签署合作协
议，共同推动这一革命性交通工具加
速发展。“技术和创新正推动世界发
展。进博会云集诸多发明和创新解决
方案，许多参展商来这里展示发明或
寻求灵感。”贝拉说。

进博会见证开放与创新的“双向
奔赴”，不仅为国内高新企业展示全球
领先的解决方案与应用案例提供平

台，让外国企业看到更多市场、投资和
增长机遇，而且让更多先进技术装备
进入中国市场，助力国内产业转型升
级，凝聚世界经济增长的创新合力。

法国施耐德电气连续七年赴约进
博会。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尹
正表示，施耐德电气将全面展示融合数
字化、自动化、电气化技术的新理念、新
产品、新服务、新应用，期待借力进博会
进一步拓展与中外企业的合作机遇。

新时代，共享未来。以开放汇合
作、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聚创新，中
国正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更多
国家搭乘中国式现代化的快车，让世
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为世界经济
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记者 闫
洁 李洁 周蕊）

以开放聚创新 让技术和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

潮涌东方，博惠世界。第

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于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绘

就四海宾朋共赴共赢之约、发

展之约、未来之约的绚丽画

卷。

在开放中彼此成就，在开

放中共创未来。一扇“进博之

窗”，展现中国与世界开放融

通、共谋发展的决心和姿态，

彰显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共

享未来的诚意和胸怀。七年

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倡导和引

领下，进博会越办越好，已经

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

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

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既为深

化各国互利合作、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搭建宝贵平台，也为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

并进、共促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球化注入动力。

以开放汇合作 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

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在
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
这样阐述开放的重要意义。

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
家级博览会，七年来，进博会“朋友圈”
持续扩大，“成绩单”越发亮眼，凸显中
国扩大开放的重信守诺。前六届进博
会累计意向成交额超过 4200亿美元；
累计组织1130多家外资企业和投促机
构赴各地开展精准对接，不少展商在
中国开设新门店、新工厂、新研发中
心。

“进博会是中国持续推动开放共
赢的绝佳案例，为参会企业提供难得
机遇，我们受益匪浅！”德国凯傲集团
执行董事会成员郭进鹏感叹。在他看
来，进博会不只为展、不止于会，更为
中外企业实现圈层互动、拓展合作半
径、共享发展机遇架起一座合作和友
谊之桥。

“希望进博会加快提升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窗口功能，以中国新发展为
世界提供新机遇；充分发挥推动高水
平开放的平台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

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更好提供全球
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服务，助力推动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合作共赢惠
及世界。”习近平主席在向第六届进博
会的致信中就进博会“三大定位”提出
新要求、新期待，彰显中国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的坚定决心。

一组数字见证第七届进博会的开
放新高度：企业展将继续保持 36万多
平方米的超大规模，共有129个国家和
地区的 3496家展商参加，国别（地区）
数和企业数均超上届，参展世界500强
和行业龙头企业达 297 家，创历史新
高，186家企业和机构成为七届“全勤
生”。

“展品变商品”“商品变爆品”“展
商变投资商”“头回客变回头客”……
众多新老朋友用脚投票，将进博会作
为展示商品、开拓市场、增进交流、实
现价值的大舞台，用精彩纷呈的“进博
故事”为开放中国增添生动注脚。斯
里兰卡全国商会副主席卡温达·拉贾
帕克萨说，在当前保护主义抬头和世
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背景下，中国

以开放举措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和经
济全球化，令全球获益。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需
要各国同舟共济、共谋发展。面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放包容、合作
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增设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连续缩减外
资准入负面清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全面生效、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开放
合作的倡导者和行动派，中国一系列
扩大进口、放宽市场准入的开放举措
持续释放经济活力，同世界共享发展
机遇。

作为进博会“新生”，今年首次参
展的加拿大户外休闲品牌露露乐蒙全
球首席执行官卡尔文·麦克唐纳充满
期待：“中国是最大市场，也是最具活
力的市场，我们希望把在这里的创新
实践和经验应用到其他市场。”卢旺达
经济分析师斯特拉顿·哈比亚利马纳
表示，开放对促进贸易投资、推动经济
增长至关重要，中国的开放之诺为全
球贸易和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以开放促发展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

遇，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在
向第六届进博会的致信中就共促普惠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发出时代强音。

以负责任大国担当更好提供全球
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服务，坚定支持
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推
动全球南方现代化建设，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中国始
终以实际行动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球化。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三周
年，“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
掉队”，既是中方倡议的价值追求，也
是进博会以开放促进共同发展的应有
之义。

马达加斯加的羊肉今年将首次亮

相进博会，为这个最不发达国家推动农
业现代化发展打开全新思路；津巴布韦
小伙克莱夫·奇罗瓦去年的进博会“首
秀”收获满满，今年忙着“上新”古玩、木
雕和石雕，丰富商品种类；从地毯、松子
到石榴、青金石，阿富汗青年阿里·法伊
兹连续为五届进博会带来特色商品，基
本是“带一个火一个”，让他由衷感叹

“进博之约”为他打开“机遇之窗”；埃塞
俄比亚的咖啡、坦桑尼亚的蜂蜜、巴基
斯坦的骆驼皮灯，都通过进博会平台触
达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
终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
遇。第七届进博会将支持37个最不发
达国家参展，提供 120多个免费展位，
扩容非洲产品专区，并举办全球南方
可持续发展与中非合作分论坛，以实

际行动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打开新的机遇之门。

埃及企业家协会执行董事穆罕默
德·优素福说，不少国家多年来饱受贸
易投资不公、被某些西方大国剥削资
源之苦。中国搭建的进博会平台令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从中受益，
体现了中国以开放姿态与全球南方国
家共享现代化经验和发展成果的真诚
愿望。

在纳米比亚国民议会议长彼得·
卡贾维维看来，进博会同全球发展倡
议同频共振，助力更多国家和人民获
得发展机遇。他说，全球发展倡议和
进博会不仅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需求
和愿望，而且与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
发展议程产生共鸣。“进博会是世界各
国的合唱，有你也有我。”法伊兹说。

11月2日，参展商组织
企业内部员工提前在进博
会展台上参观了解布展情
况和展品信息。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将于11月5日至10
日在上海举行。目前，场
馆内外装饰布展工作已进
入收尾阶段，静待盛会开
幕。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这是11月4日拍摄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场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 本版编辑：田园 张志君 美编：白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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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钢：
经查，你未经批准在讨思浩村东南角私搭乱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我办事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依法作出《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大综执责改通字﹝2024﹞第114号，责令你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2024年12月
5日前改正违法行为。

因采取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无法将《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送达，现依法以公告的方式送达。

逾期拒不改正的，我办事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联系人：宋本意
联系电话：13704751885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大青山街街道办事处
2024年11月5日

《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公告

我国拟修法进一步健全
人大代表履职制度机制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白
阳）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就进
一步健全人大代表履职的制度机制等
内容作出规定。这是代表法自1992年
通过施行以来第四次进行修改。

修正草案拓展和深化“两个联系”制
度机制，明确国家机关联系代表的原则
要求，增加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当密
切同代表的联系，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
设，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充分发挥
代表作用；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同代表
的联系，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

修正草案进一步丰富代表联系人民
群众的内容形式，增加规定：代表按照就

地就近的原则，根据县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乡镇人大主席团的安
排开展活动，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听
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

在完善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制度
方面，明确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常委会
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同本级人大代表保
持联系，建立健全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各
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联系代表
的工作机制，扩大代表对立法、监督等
各项工作的参与，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明确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联系代表的
有关要求。

修正草案还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所属各部门，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统
筹安排，可以邀请代表参与相关工作和
活动，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白
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草
案）》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首
次审议，拟增设“仲裁地”制度，完善仲
裁司法管辖规则。

仲裁地作为当事人解决纠纷约定
选择的某个国家或者地区，是确定仲裁
程序适用法、证据规则、仲裁裁决的国
籍及司法管辖法院的重要依据。草案
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仲裁地，作
为仲裁程序的适用法及司法管辖法院
的确定依据。鼓励涉外仲裁当事人选
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仲裁委员会、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仲裁地进行仲裁。

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引进来”，
服务国家开放和发展战略。草案明确，
支持仲裁委员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外设立业务机构，开展仲裁活动。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可以允
许境外仲裁机构在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设立业务机构，开展涉外仲裁活动。

草案还就提高仲裁公信力，完善仲
裁委员会内部治理及管理制度，提高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的透明度，拓宽仲裁
员聘任渠道，规范仲裁员选聘管理，完
善监督管理制度等作出规定。

据悉，现行仲裁法自1995年施行，
截至 2024年 8月底，全国依法设立 282
家仲裁委员会，当事人涉及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处理的纠纷涉及金融、电子
商务、建筑工程、海事海商、知识产权等
多个领域，为服务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仲裁法修订草案拟增设“仲裁地”制度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杨
湛菲、施雨岑）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三
次审议稿 4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根据各方建
议，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家鼓励公
民、组织合法收藏，加强对民间收藏活
动的指导、管理和服务。

为科学合理规定文物收藏单位的
权利与义务，修订草案三审稿将二审稿
相关规定修改为：文物收藏单位应当依

法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对拟征集、购买
文物来源的合法性进行了解、识别。

针对文物出境管理，修订草案三审
稿增加规定，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的具
体范围，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规定并
公布。针对文物认定的标准和办法尚
未依法出台，实践中文物的范围不够清
晰，影响相关工作规范开展等问题，修
订草案三审稿明确，文物认定的主体、
标准和程序，由国务院规定并公布。

文物保护法修订拟增加规定
鼓励公民、组织合法收藏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叶
昊鸣）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修订草案适
当调整海商活动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就加大对海上旅客权益的保护力度等
内容作出规定。

修订草案规定，加大对旅客权益的
保护力度，适当提高海上旅客运输承运
人对旅客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赔偿
责任限额，并统一国内和国际海上旅客
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承运人对旅客
人身伤亡赔偿责任进行责任保险，并明
确人身伤亡赔偿请求可以直接向责任
保险人提出。

除此之外，修订草案规定，适当强化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更好平衡船
货双方利益；明确实际托运人可以要求
承运人签发运输单证，托运人可以书面

通知承运人变更卸货港；细化承运人交
付货物的规则要求等。适当提高船舶所
有人、海难救助方对相关海事赔偿请求
的赔偿责任限额。适当调整海上保险合
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保险人解
除保险合同时退还保险费的有关规则、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说明和提
示义务、预约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向保
险人如实申报有关事项的义务等。

提请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修订
草案共16章311条，修订草案还就统一
国内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适用，
为航运数字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健全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制度，完善涉外
关系法律适用有关规则等作出规定。

据了解，现行海商法自 1993年施
行，对于调整、规范海上运输关系和船
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合法权益，促
进航运和贸易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修法拟加大对海上旅客权益保护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