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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互致贺电，庆
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科建
交半个世纪以来，两国传统友谊历
久弥坚。近年来，两国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各领
域合作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
切配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双
方同舟共济，共同抗击疫情，体现
了中科关系的高水平。我高度重视
中科关系发展，愿同纳瓦夫埃米尔

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
机，弘扬传统友好，在共建“一带一
路”框架内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纳瓦夫在贺电中表示，科中两
国关系牢固，并不断发展、深化。双
方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就多个
重大项目开展合作，在国际和地区
问题上也保持沟通协调，共同维护
世界和平与安全。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两国开展了积极协调和密切合
作。 我期待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
提升和拓展各领域合作。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3月22日宣布，
中方对欧盟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
裁。

3月22日， 欧盟基于谎言和虚
假信息， 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
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
制裁。 欧方此举罔顾事实、 颠倒黑
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损
害中欧关系。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
对和强烈谴责。 中国政府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 中方决定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
主权和利益、 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
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
裁， 包括： 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
尔、盖勒、格鲁克斯曼、库楚克、莱克

斯曼，荷兰议会议员舍尔茨玛，比利
时议会议员科格拉蒂， 立陶宛议会
议员萨卡利埃内，德国学者郑国恩，
瑞典学者叶必扬， 欧盟理事会政治
与安全委员会， 欧洲议会人权分委
会，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丹麦
民主联盟基金会。 相关人员及其家
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他们及其关联企业、
机构也已被限制同中国进行往来。

中方敦促欧方认识到错误的严
重性，反躬自省，纠正错误，不要再
以“人权教师爷”自居，不要再玩弄
虚伪的双重标准， 不要再四处干涉
别国内政，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否则，中方将做出进一步坚
决的反应。 ■据新华社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月22日
起访华。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世界越是动荡
不宁，中俄合作越要坚定前行。

华春莹说，长期以来，美西方动
辄打着所谓民主、 人权旗号肆意干
涉别国内政， 在世界上制造了诸多
麻烦，甚至成为动荡战乱的根源。中

俄始终肩并肩站在一起， 背靠背紧
密合作， 坚决反对世界上的霸权霸
道霸凌， 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
砥柱。 相信拉夫罗夫外长此访将进
一步巩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良
好势头， 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
战略协作。

■据新华社

受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
指派，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
涛于3月22日在北京应约会见朝鲜
驻华大使李龙男。

李龙男转达了朝鲜劳动党总书
记金正恩致习近平总书记的口信，全
面通报朝鲜劳动党八大情况，高度评
价中国党和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领
导下， 成功抗击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贫
困的斗争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金正恩表示，将朝中关系加强
发展为世所羡慕的关系，以友谊和
团结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是我
以及朝鲜党和人民坚定不移的立
场。朝方坚信，朝中友好关系将按
照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意

愿、根本利益，得到升华发展。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致

金正恩总书记的口信。习近平再次
祝贺朝鲜劳动党八大召开， 并表
示，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两
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新形势下，
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努力， 维护
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
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成
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当前，百年变局
与世纪疫情叠加作用，国际和地区
形势深刻演变。中方愿同朝方和有
关方一道，坚持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方向，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地区
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新的积
极贡献。 ■据新华社

要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为
基础， 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
态化帮扶机制， 主要包括加强

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分
层分类实施社会救助， 合理确
定农村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完

善养老保障和儿童关爱服务，
织密兜牢丧失劳动能力人口基
本生活保障底线等。

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互致口信

维护好中朝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
就中科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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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公开发布

对脱贫不稳定户等开展
定期检查、动态管理、重点监测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开发布，中央农办负责人就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意见》强调，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共同
富裕方向， 将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 建立农
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
扶机制， 健全乡村振兴领导体
制和工作体系， 加快推进脱贫
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等全面振兴，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

局、 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意
见》明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
成后，设立5年过渡期。

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意见》提出实现有效衔接必
须遵循的四条主要原则 。一
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强调
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
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 、

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省市
县乡村五级书记抓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
二是坚持有序调整、 平稳过
渡。强调对脱贫县 、脱贫村、
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 ，确
保脱贫群众不返贫。 三是坚
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
四是坚持政府推动引导 、社
会市场协同发力。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意见》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了哪些要求？

《意见》着重从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方面， 对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进行部署， 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一是稳政策。 强调过渡期
内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现有帮扶政策该延续的延续、
该优化的优化、该调整的调整，

确保政策连续性。
二是防返贫。 健全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对脱
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
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
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
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开
展定期检查、动态管理，重点监
测其收入支出状况、“两不愁三

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合理确
定监测标准。

三是固成果。着眼巩固“两
不愁三保障”成果方面，强调落
实行业主管部门工作责任，健全
控辍保学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因
病返贫致贫风险，建立农村脱贫
人口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机制，不
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意见》对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振兴作出哪些部署？

《意见》聚焦改善脱贫地区
发展条件、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进行了重点部署。

一是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壮大。 注重产业后
续长期培育， 尊重市场规律和
产业发展规律， 提高产业市场
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是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
业。搭建用工信息平台，培育区
域劳务品牌， 加大脱贫人口有
组织劳务输出力度。 支持脱贫

地区在农村人居环境、 小型水
利、乡村道路、农田整治、水土
保持、产业园区、林业草原基础
设施等涉农项目建设和管护时
广泛采取以工代赈方式。 延续
支持扶贫车间的优惠政策。

三是持续改善脱贫地区基
础设施条件。 继续加大对脱贫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
度， 重点谋划建设一批高速公
路、客货共线铁路、水利、电力、
机场、 通信网络等区域性和跨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四是进一步提升脱贫地区

公共服务水平。 继续改善义务
教育办学条件， 加强乡村寄宿
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
设。 过渡期内保持现有健康帮
扶政策基本稳定， 完善大病专
项救治政策， 优化高血压等主
要慢病签约服务， 调整完善县
域内先诊疗后付费政策。 逐步
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住房安全
保障长效机制。

《意见》对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提出了哪些要求？

《意见》对一些重大政策的
调整优化提出了方向性、 原则
性要求。 做好财政投入政策衔
接。 过渡期内在保持财政支持
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 根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需要和财力状
况，合理安排财政投入规模，优
化支出结构，调整支持重点。

做好金融服务政策衔接。
继续发挥再贷款作用， 现有再
贷款帮扶政策在展期期间保持
不变。 进一步完善针对脱贫人
口的小额信贷政策。

做好土地支持政策衔接。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 按照
应保尽保原则， 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指标优先保障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用地需
要， 过渡期内专项安排脱贫县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专项指标不得挪用。

做好人才智力支持政策衔
接。 延续脱贫攻坚期间各项人
才智力支持政策， 建立健全引
导各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长效
机制。 ■据新华社

如何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