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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1版】开展科学普及活动，
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向农村延伸，广
泛传播科学知识。实施医疗卫生强
基工程，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便就医。
开展关爱帮扶行动，加强心理健康
疏导，有针对性地提供助学帮扶、
亲情陪伴、安全照护等服务。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精心安排部署，丰富活动内
容，创新方式方法，强化示范引
领，推广典型经验，真正在送资
源、送服务上见行动、求实效。
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反对形式主义，决
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据新华社上海 6 月 27 日电
（记者陈爱平）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今年以来，
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2025
年前 5 个月，上海已接待入境游
客超过 33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7%；其中外国人超过 254.3 万
人次，同比增长 55.1%。

在入境客源国中，韩国、泰国、
日本游客保持快速增长。今年前 5
个月来沪韩国游客超过 35.6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38.6%；来沪泰国游
客 超 过 22.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57.1%；来沪日本游客近 24.4 万人
次，同比增长 60.7%。今年前 5 个月

新加坡、马来西亚来沪游客分别约
为 10.8 万人次、16.6 万人次，分别
同比增长 32.6%、40.3%。

面向日益活跃的近程客源市
场，上海推出更加精准的文旅服
务和宣传推广活动。上海市文化
和旅游局近日前往日本大阪、韩
国首尔举办旅游推介活动。

中远程入境客源市场也在持
续增长。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
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美国、俄
罗斯、澳大利亚、德国来沪游客
分别约为 18.6 万人次、12.7 万人
次、9.4 万人次、8.9 万人次，也
保持了较快的同比增长。

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
前5个月接待外国人同比增长超五成

6月27日，首发高铁班列驶过渝厦高铁武隆黄草乌江特大桥 （无人
机照片）。

当日，新建重庆至厦门高速铁路 （以下简称渝厦高铁） 重庆东至黔
江段开通运营，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长沙段全线贯通，重庆至长沙最快3
小时53分可达，旅行时间大幅压缩。 （新华社发）

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开通运营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 张辛欣 周圆

6 月 27 日 ， 是 联 合 国 确 立 的
“中小微企业日”。

在中国，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
业，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活力
的具体承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微
企业发展，在地方考察中，多次走进
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
线、听意见，殷殷关切、寄予厚望。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党中央
高度重视并一直在想办法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中
小微企业，有活力、有灵性，有一
股子精神”⋯⋯一系列重要论述意
涵深刻。

中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小企业
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
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放眼我国经济版图，超 6000
万户中小企业遍布千行百业，贡献
了我国 60%以上的 GDP、70%以上
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
就业，小微企业更是不计其数。

放眼一条条产业链，超六成
“ 小 巨 人 ” 企 业 深 耕 工 业 基 础 领
域，近八成分布在重点产业链环
节；从设计、原料到零部件、装
备，几乎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
有大量中小企业的硬核支撑，在维

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升竞
争力上发挥重要作用。

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
好；中小企业有韧劲，中国经济才
有韧劲。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在不同场合为企业和员工加油鼓
劲，提出期许。

谈创新：2018 年 10 月，在广
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同在场
的中小民营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
肯定他们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的成
就，希望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
加强自主创新，通过自身努力不断
取得新的业绩；

谋发展：2020 年 3 月，在宁波
北仑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区，同园
区管理人员、中小企业负责人代
表、外地返浙员工代表等交流，强
调“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我国发
展特别是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
位”“广大中小企业要发扬企业家
精神，顽强拼搏，攻坚克难”；

探 前 沿 ： 2025 年 4 月 ， 走 进
“模速空间”这个上海市打造的人
工智能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平
台，同青年创新人才亲切交流，指
出“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
年轻人的事业”；

⋯⋯
应对挑战，中小企业要加快转

型升级；抢抓机遇，“小体量”要
有更高的“含金量”。

“专精特新”——习近平总书
记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

要求。
对中国经济而言，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既要有大而全的“大象军
团”，也离不开小而精的“蚂蚁雄
兵”。特别是在强链补链过程中，
需要更多深耕细分领域、掌握“独
门秘籍”的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为创新创造激发更
多活力。

对企业自身而言，与大企业相
比，中小企业更加灵活，坚定向专
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方
向发展，将在产业链中构筑不可替
代的竞争力。

在致 2022 全国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发展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
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
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
制。

开展新一轮中央财政支持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支
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承担国家科技
项目，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开展攻
关；优先支持“小巨人”企业参与
重点产品和重点工艺的应用计划，
实施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
计划⋯⋯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
方向发展，政策“组合拳”持续发
力。

当前，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超过 14 万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数量达到 1.46 万家。
如今，人形机器人多点突破，

人工智能大模型火爆全球⋯⋯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个个中小企业
展现“硬实力”，恰恰说明聚焦主
业、精耕细作、走专精特新之路，
是强内功、谋发展、抓机遇的关
键，为企业带来广阔空间。

不可否认，当前外部环境复杂
严峻，国内结构转型任务仍然比较
繁重，一些企业在转型发展中遇到
困难。

今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

“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
稳预期”。“稳企业”在“四稳”中
居于重要位置。

从修订后的 《保障中小企业款
项支付条例》 正式施行，以“硬约
束”破解中小企业“要账难”，到
推动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供应
链，帮助其进市场、拿订单，再到
开发推广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小
快轻准”数字化产品⋯⋯今年以
来，各方加大力度，切实为企业纾
困解难。

大树有大树的伟岸，小草有小
草的坚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我国中小企业有灵气、有活
力，善于迎难而上、自强不息”。

持续为中小企业破解难题，做
优环境，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和创
新创造积极性主动性，“小块头”
必将迸发“大能量”。

总书记勉励中小企业办大事

新华社北京 6月 27日电 （记
者刘诗平） 中国气象局 27 日发布
的 《 中 国 气 候 变 化 蓝 皮 书

（2025）》 显示，我国是全球气候
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增暖
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

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肖
潺介绍，气候系统变暖趋势在持
续 。 2024 年 ， 我 国 年 平 均 气 温 、
沿海海平面、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消融损失量等监测指标均创
下新高。

蓝皮书显示，1961 年至 2024
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

件呈增多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以来登陆我国台风的平均强度波
动 增 强 。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中 期 以
来，我国气候风险指数明显偏高，
2024 年我国气候风险指数为 1961
年以来最高。

全 球 变 暖 趋 势 在 持 续 ， 2024
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为 1850 年有

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肖潺
认为，它是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主的
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和厄尔尼
诺等气候系统内部自然变率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蓝皮书同时显示，全球海洋变
暖显著加速，全球平均海平面持续
上升；全球冰川消融加速，处于高
物质亏损状态。我国沿海海平面总
体呈加速上升趋势，我国西部冰川
呈加速消融趋势，青藏公路沿线多
年冻土退化明显。

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