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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介绍
塞拉利昂总统访华安排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董雪 邵艺博）应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朱利叶
斯·马达·比奥将于2月27日至3月2日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应询介绍了塞拉利昂总统比奥访华的有关安排。

毛宁表示，此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比
奥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
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比
奥总统。

她说，中国同塞拉利昂传统友好。建交半
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
上坚定相互支持，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开展高
效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特别是
两国人民携手抗击埃博拉疫情和新冠疫情，结
下深厚情谊。

“相信此访将为中塞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注入新
动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毛宁说。

商务部回应美发布
《2023年中国履行加入
世贸组织承诺报告》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近日发布《2023年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
承诺报告》，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2月26日回应
称，中方注意到这份报告的不实指责。美方无视
中国在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
歪曲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显
著成就，否认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经济发
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以毫无依据的武断标准指责
中国经贸政策，妄称中国正当贸易措施为“经济胁
迫”，颠倒黑白，对中方因美方封锁打压而采取的
应对举措扣上“主动脱钩”的帽子，诬称中方造成

“产能过剩”，充分反映了美方的单边主义和霸凌
行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这位负责人表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作
为最大的发展中成员，始终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
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履行世贸组织承
诺，立足国情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
法律体系，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全面深入参与
世贸组织改革，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成员，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过去一年，中
方成为首个完成《渔业补贴协定》批约的发展中大
国，引领完成投资便利化协定文本谈判，推动世贸
组织实质性结束部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所
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获得各方高度赞赏，对世
贸组织和全球经贸发展所做贡献有目共睹。

近年来，美方以“美国优先”为出发点，违背世
贸组织规则，实施单边贸易霸凌，制定歧视性产业
政策，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严重影响国际贸易
秩序，损害世贸组织成员共同利益，中方及其他成
员已多次表达关注。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已
裁决美相关措施违反世贸规则的情况下，美方不
仅拒绝执行世贸组织裁决，还使世贸组织上诉机
构陷入“瘫痪”，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严重破坏。
美方不反思纠正自身行为，反而以抹黑、“甩锅”的
方式掩饰开脱自身违规和破坏行径，这是极不负
责任的。我们再次呼吁美方及时纠正错误言行，
切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身承诺，与包括中国
在内的其他成员一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
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切实为应对全
球问题和挑战发挥应有作用。

中方在黄岩岛潟湖入口处放置屏障？

外交部：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董雪）外交

部发言人毛宁2月26日表示，菲律宾方面近来在
黄岩岛海域采取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
方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媒体报道和卫
星图像显示，中方近期在黄岩岛的潟湖入口处再
次放置屏障。你能否证实？放置屏障目的为何？
屏障是否可能成为永久固定设施？

毛宁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近来，菲
律宾方面在黄岩岛海域采取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
的行为，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商务部回应欧盟第13轮对俄制裁
将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6日表示，欧盟不顾中方多次交涉和劝阻，一意孤
行，在第13轮对俄制裁中将4家中国企业列入制
裁名单，这是没有国际法依据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这一行为有违中欧领
导人会晤共识精神，会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消极影
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欧方从中欧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大局出发，无条件停止列单中国企业。中
方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商务部回应英制裁中国企业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英国外交发展部日

前宣布50多项涉俄新制裁，其中被制裁的中国企
业有3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6日表示，中方对
此坚决反对。英方做法是没有国际法依据和联合
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是典型的“长臂管辖”，
将对中英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敦促英方
从维护中英经贸关系的大局出发，立即纠正错误
做法，无条件停止列单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决维
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截至2月26日，正
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神舟十七号航
天员汤洪波在轨飞行总时长达到
215天，成为目前中国在轨飞行时
间最长的航天员。

汤洪波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也是我国首位重返中国空间站的航
天员。

2021年6月17日，他和战友聂
海胜、刘伯明驾乘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成功进入太空，实现自己首次

飞天梦想的同时，亲历了“中国人首
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的历史时
刻。他们于9月17日顺利返回地
球，在轨驻留3个月共92天。

2023年10月26日，汤洪波作
为神舟十七号乘组指令长重返天

宫，成为迄今为止执行两次飞行任
务间隔最短的中国航天员，感受了
中国空间站从“一居室”到“三居室”
所彰显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

截至目前，他和战友唐胜杰、江
新林已经在轨飞行123天，完成了乘

组第一次出舱活动，迎来了天舟七号
货运飞船，开展了大量科学实验与技
术试验，还在太空中度过了龙年春
节、举办了第三届“天宫画展”等，他
们“太空出差”的时间已经过半，汤洪
波在轨飞行的天数仍在不断增长。

自2003年杨利伟叩问苍穹21
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世界
瞩目的成就，在浩瀚太空留下身影的
中国人达到20位，特别是随着空间站
阶段载人飞行任务常态化开展，我国
在轨飞行时间突破200天的航天员
也达到3位，分别为四巡苍穹的景海
鹏、两度飞天的陈冬和汤洪波。

更令人期待的是，我国载人月
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目前已全
面启动实施，中国航天员将在浩瀚
宇宙里创造更多纪录。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
胡喆 宋晨）中国航天全年预计实施
100次左右发射任务，有望创造新的
纪录，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迎
来首次发射任务，多个卫星星座将加
速组网建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计划安排近70次宇航发射任
务，发射290余个航天器，实施一系
列重大工程任务。

2月26日，航天科技集团在京发
布《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3
年）》并介绍2024年宇航任务整体情
况，这是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据悉，2024年，航天科技集团计
划安排近70次宇航发射任务，发射
290余个航天器，实施一系列重大工
程任务：完成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和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首飞任务；空间
站进入常态化运营模式，年内完成2

次货运飞船、2次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和2次返回任务；推进探月四期工
程，发射鹊桥二号中继星、嫦娥六号
探测器，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南极
采样返回；发射海洋盐度探测卫星、
电磁监测卫星02星、中法天文卫星、
实践十九号等多颗民用卫星，满足各
行业用户应用需求；加速推进建设航
天科技集团“新一代商业遥感卫星系
统”。

2024年，航天科技集团研制任
务持续保持高强度，将全面推进载人
月球探测工程、深空探测工程，持续
推动新一代近地载人飞船、嫦娥七
号、天问二号、静止轨道微波探测卫
星等为代表的200多颗航天器研制
工作，开展230余发运载火箭组批投
产，完成多项商业航天和整星出口合
同履约工作。

据介绍，航天科技集团还将完
成多次商业发射任务，并将公开对
外发布运载余量信息，向商业用户
提供发射和搭载机会，为各类客户
提供快速、稳定、可靠的“一站式”发
射服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实现北斗应用向系
统集成和增值服务延伸，发挥集团
公司天地一体化优势和卫星通信、
导航、遥感综合应用优势，不断将卫
星应用融入新兴领域，支持重点区
域经济发展。

此外，蓝皮书显示，中国航天
2023年实施67次发射任务，位列世
界第二，研制发射221个航天器，发
射次数及航天器数量刷新中国最高
纪录，其中长征系列运载火箭47次
发射全部成功，累计发射突破500
次，其他商业火箭发射20次。

215天！
汤洪波成为中国在轨飞行时间最长航天员

中国航天今年预计
实施约100次发射任务

新华社北京2月 26日电 （记
者胡喆）作为我国卫星互联网运营
商，中国卫通将向市场提供更多的
消费级卫星互联网产品，联合航空
公司推出航空卫星互联网产品流
量套餐。

2月26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在京召开发布会，介绍
2024年宇航任务整体情况，这是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据来自中国卫通市场部的专
家介绍，搭乘航班的机上旅客可
提前查询互联网航班，并通过互
联网便捷购买卫星互联网流量套
餐，旅客能够在空中使用自己的
手机或其他终端连接机上Wi-Fi，
流畅地观看视频、浏览网页，实时
观看体育赛事，网速相当于4G的
流畅程度。

当前，卫星通信应用进一步融

入经济社会民生的各领域、全过程，
卫星互联网作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的重点领域之一，成为数字经济的
基石。

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国卫通是
我国高轨卫星互联网等国家信息通
信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和运营者、我
国唯一自主可控的卫星通信运营企
业和国家基础电信运营商，也是我
国卫星通信产业链链长单位。

我国将面向市场推出
消费级卫星互联网产品

当今时代，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
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华民族迎来
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在会上强调：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
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
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
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
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
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从信息化发展大势和国际国内大局出
发，就网信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擘画了建
设网络强国的宏伟蓝图。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党对网信工
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网络内容建
设和管理、网络安全、信息化、网络法
治、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等取得新
成效，我国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探索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治网之道，正从网络大国阔步
迈向网络强国。

亿万人民共享互联网
发展成果

黄土高原上，宁夏固原市彭堡镇曹
洼小学传来阵阵歌声。与羊群相伴长
大的学生海洋，通过教室里可触控的

“智慧黑板”学习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
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一根网线，将他
与城市孩子连在一起，同唱一首歌。

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
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促进公
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构筑全
民畅享的数字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加强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意见》《国家信息
化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国家信息
化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
划》等出台，相关部门紧抓落实，信息
化建设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这是更加强劲的增长动能——
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

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研究取得积极进展。

从“3G突破”到“4G同步”再到
“5G引领”，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技术领先的光纤宽带和移动通信网
络；IPv6规模部署成效显著，活跃用
户数超7亿。

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
GDP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
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这是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
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

达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
我国网民规模、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
均为全球第一，互联网发展水平居全
球第二。行政村通宽带率达100%，
互联网深度融入教育、医疗、养老等多
个领域，数字乡村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稳步提升，
信息技术助力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全国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注册用户超过
10亿人，通过“数据多跑路”实现“群
众少跑腿”；分享经济、智慧出行、移动
支付等互联网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
现，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
务造福更多百姓。

筑牢网络安全屏障
万物互联的时代，发展与安全共

生，机遇与风险并存。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各地

各部门坚持发展和安全同步推进，不
断完善网络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加强
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

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明显
增强。

信息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
生产制造、社会治理、文化发展的同
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2023 年 7 月，七部门联合公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
和依法治理相结合，引导生成式人工
智能健康发展。

治网之道，法治为上。我国颁布
实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
息保护法，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数据安全与发展、个人信息保
护等一批重要制度，制定发布300余
项网络安全国家标准……网络安全法
规体系的“四梁八柱”基本构建。

强网之道，人才为重。国家网络
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建设深入推进，
网络安全产业不断壮大，网络安全人
才培育、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加快融
合，网络安全的基础更加坚实。

安网之道，人民为本。从深入开
展邮政快递、房地产等重点行业领域
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检查；
到持续推进汽车数据安全合规专项工
作；再到深化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专项治理，严厉打击非法买
卖个人信息、侵犯公民隐私、电信网络
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一系列有力
举措，让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享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2014年以来，我国连续在全国
范围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以通
俗易懂的方式宣传网络安全理念、普
及网络安全知识、推广网络安全技能，
在全社会营造“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
安全靠人民”的良好氛围。

构建清朗网络生态
《警号111871，请回答》《江山壮

丽》《地下700米的孤勇者》……2023
年9月，550个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
在网站平台上展播，以正能量引领大

流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引发网友
的关注好评。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是
广大网民的共同期待。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
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我国深入实
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扎实推进网络
文明建设，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培
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网
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

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开展
“万山磅礴看主峰”“把青春华章写在
祖国大地上”“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等
一系列品牌项目，让党的声音成为网
络空间最强音；举办中国网络媒体论
坛，助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
流舆论新格局。

强化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实施
《关于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
意见》，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制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
定》《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等，为依法依规管网、治网、用网提供
依据；深入开展“清朗”“护苗”“净网”
等系列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上各类
违法和不良信息。

共建共享网上美好家园——出台
《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连
续举办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深入开展
网络公益工程、“网络中国节”等主题
活动……网络文明的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全社会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
园的新风尚正在形成。

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
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让这
个家园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是国
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新时代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
互联网发展治理，打造网络空间国际
交流合作高端平台，加快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中国理念、中国主张、

中国方案赢得更多认同和支持。
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

签署《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
作倡议》、推出“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发起“中非携手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等，促
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提
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共同推
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
举办中德互联网经济对话、中国—东
盟信息港论坛、网上丝绸之路大会等
交流活动，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
福各国人民。

2023年 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
领先科技奖在浙江乌镇首次颁发。
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一
项重要活动，连续举办7年的领先科
技成果发布活动全面升级为领先科
技奖，引领科技前沿创新，倡导技术
交流合作。

自2014年起，世界互联网大会连
续10年在乌镇举办，发布了《携手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
倡议》等一系列重要成果，搭建中国与
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
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关于全球互
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
张”“三个倡导”等中国智慧，得到国际
社会的广泛认同。

伟大的时代成就光辉的事业，崭
新的征程驶向光明的未来。

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
年来，从一条网速仅有64千比特每秒
的网线出发，到如今已经拥有10亿多
网民，形成了全球最大、生机勃勃的数
字社会。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必将以
更自信、更有力、更坚定的步伐，向着
网络强国奋勇迈进。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
王思北）

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奋勇迈进
——我国网信事业成就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