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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比都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陈二厚 桂涛）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缅
甸内比都出席第九届东亚峰会。
东盟十国领导人以及韩国总统朴
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总
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
夫、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
阿博特、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出
席。缅甸总统吴登盛主持会议。

李克强在讲话中说，东亚在
过去几十年能够快速发展，根本
原因在于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
环境，这是东亚各国人民共同努
力的结果。各方应把握好政治安
全和经济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
的大方向，促进地区和平安定，积
极应对全球性挑战，深化经济社
会等领域合作，建设和平与繁荣

的东亚地区。
李克强指出，中国始终是东

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力量，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愿与地区国
家一道，建设亚洲利益共同体、责
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东亚的
长治久安需要有坚实的制度安
排，中国愿与东盟国家早日签署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愿与更
多地区国家探讨达成睦邻友好法
律文件，探讨符合地区实际的安
全理念和架构。中国愿同各国携
手应对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气
候变化、灾害管理等非传统安全
问题。

李克强阐述了中国在南海问
题上的原则立场。他表示，南海
形势总体是稳定的，航行自由和
安全也是有保障的。中国与东盟

国家就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推进海上务实合作，
进行了密切有效的对话与沟通。
我们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
轨思路”，同意积极开展磋商，争
取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

“南海行为准则”，并已取得早期
收获。中方倡议有关国家积极探
讨共同开发，有效管控分歧。

李克强指出，东亚发展合作
的关键是促进经济一体化，为此
应推进以下重点领域合作：推动
东亚贸易投资便利化。尽早完成
相关自贸协定谈判，支持启动亚
太自贸区进程。加快东亚互联互
通。扩大东亚金融合作。完善清
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安排，扩大本
币互换和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规
模。加强东亚减贫合作。中方愿

继续向东盟欠发达国家提供无偿
援助，支持“东亚减贫合作倡议”，
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推进东
亚海上合作，以明年中国－东盟
海洋合作年为契机，加强海上执
法机构间对话合作，实施好中
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有关项
目。密切东亚人文交流。挖掘海
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人文内涵。鼓
励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东亚
思想库网络等地区二轨合作机
制，为亚洲发展贡献智慧。

与会各国领导人表示，面对
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地区形势，
东亚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话，凝
聚共识，携手应对传统和非传统
安全挑战，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地
区经济一体化，共同促进地区与
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

李克强出席第九届东亚峰会指出

东亚发展关键是经济一体化

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出席缅甸总统吴登盛夫妇为东亚峰会与会领导人举行的欢迎晚宴。这是晚宴前，与会领导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记
者 施雨岑） 近日有消息称，教育部
已经废除高校“985 工程”以及“211
工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教育部
13 日晚在其官方微博“微言教育”
上发布消息称，“211 工程”“985 工
程”等重点项目有效推动了我国高
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不存在废
除“211工程”“985工程”的情况。

教育部表示，建设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是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战略决策。国家先后实施了“211
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
项目，有效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
体水平的提升。今后，将进一步加
强顶层设计，坚持中国特色，强调战
略引领，突出绩效原则，鼓励改革创
新，避免重复交叉，提高集成效益，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不存在废除“211 工程”“985
工程”的情况。

教育部澄清传言——

不会废除“211”“985”

11 月 12 日，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美国公民埃德蒙·唐尼拿到了
首张10年有效期美国赴中国签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2日开始向美国公民颁发有
效期最长为10年的赴中国签证。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中国向美颁发10年期签证

（上接第五版）
23、墨方宣布将于 2015年在华

举办“墨西哥旅游年”，通过系列活
动的开展，在华推介墨西哥旅游业，
拉近两国文化距离，促进相互了
解。“探寻墨西哥之旅”展览在北京
的成功举行为推广墨西哥旅游业提
供了重要平台，展现了墨西哥作为
现代化、有吸引力和不断发展的旅
游目的地的全新形象。

24、鼓励本国艺术团组参加在
对方国家举办的艺术节，促进两国
传统和新兴领域文艺交流以及文化
产业合作。

25、利用中墨大学校长论坛机
制增进高校合作，鼓励两国高校互
办对方国家研究中心。加强汉语和
西班牙语教学合作。研究继续增加
相互提供奖学金名额，扩大青年交
流。

26、鼓励在遵守双方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促进广播电影电视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两国新闻
媒体间的友好互动。

27、促进两国科学界交流，共同
开展高水平科技研究。推动清洁和
可再生能源、城区环境污染防控、生
物技术、纳米技术、预防传染病和水
资源利用等重点领域的科技合作。
在人力资源培训等双方共同感兴趣
的领域开展科研合作项目。

28、在优势互补、经验共享的原
则下，加强在社会发展、减少饥饿和
贫困、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防灾减
灾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多边事务协调与合作
29、继续开展两国外交部间多

边事务定期磋商，密切两国常驻纽
约、日内瓦和维也纳等地国际组织
代表团间的对话与协调，及时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

30、加强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
构、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
边机制框架内的沟通，共同致力于
促进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
化，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1、围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
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2015
年后发展议程等重大全球性问题加
强协作，推动国际秩序和体系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发
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此，双方
决定：

（1）共同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进
行全面改革，通过寻求能够凝聚联
合国会员国最广泛政治共识的一揽
子解决方案，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安
理会中的代表性，并提高安理会在
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的效率和
透明度。

（2）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的原则和规定，继续通过国际
合作推进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谈
判，争取于 2015 年通过《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适用于所有
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另一法律文
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

（3）致力于制定包容性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该议程的首要目标
在于消除贫困，应确定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平
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组建议
的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

（4）继续促进残疾人权利平等，
建设有助于残疾人能力全面发展的
包容性环境，推动残疾人问题成为
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5）继续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
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以《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领》发表20周年为
契机，采取行动落实上述文件中包
含的共识。

32、围绕中国－拉共体论坛建
设，继续推动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关系进一步发展。

墨方祝贺中方成功举办亚太经
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及其取得的成果。双方将继续致
力于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
合作，共同为亚太发展、繁荣和进步
作出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据 新 华 社 南 京 11 月 13 日 电
（记者 蒋芳） 距首个国家公祭日还
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13 日，南京
外国语学校初二学生王一骁拿到了
刚刚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读本》初中版，这是南京大屠
杀专史课本首次进入初中二年级课
堂。该读本名为《历史真相》，内容
分战前的南京、南京保卫战、南京大
屠杀等六部分，采取以点串线的方
式，帮助学生在掌握相关历史事实
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

为配合国家公祭日活动的开
展，加强青少年学生南京大屠杀历
史教育，南京市教育局、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出
版传媒集团共同组织有关专家、教

师，编写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读本》，包括《血火记忆》《历史
真相》《警示思考》三册，分别供小
学、初中、高中学生阅读和学习。

《历史真相》以“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为主题，
内容包括战前的南京、南京保卫战、
南京大屠杀、救援与揭露、历史的审
判、记忆与公祭六部分。以全面展
现史实、增进历史认知为目的，每部
分均包括导读、正文、链接史实、活
动建议四方面内容。按照历史发展
的时序，采用“点线”结合的呈现方
式，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构
成较为清晰的“线”，帮助学生在掌
握相关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理解历史
发展的过程。

南京大屠杀专史进课堂

新华社内比都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俞铮 郝亚琳）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3 日下午在
缅甸内比都出席第十七次中国—
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东盟
十国领导人与会。李克强与缅甸
总统吴登盛共同主持会议，与会
各方就进一步拓展中国—东盟合
作进行深入讨论，达成广泛共识。

李克强在讲话中说，中国与
东盟友好合作持续稳定发展，已
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一面旗帜。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已跨入
历史新阶段，双方全面合作正面
临难得机遇。中国政府始终把东
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
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
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与
东盟国家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不断深化双方利益融合，打造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李克强就此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协力规划中国—东盟
关系发展大战略。尽快启动制定

《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
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第三份
行动计划（2016－2020）。积极商
谈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

第二，共同打造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版。力争 2015 年底
前完成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方
愿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东盟探
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模式开展投资协定谈判。中国愿
与东盟国家推进建设跨境经济合
作区和产业园区。

第三，加快建设互联互通基
础网。在推动陆海通道建设的同
时，加强通信、电力、网络等领域的
联通规划和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着力改善通关便利、市场监管、标
准规范等互联互通的软环境。

第四，精心营造海上合作新

亮点。将 2015 年确定为“中国—
东盟海洋合作年”，进一步深化海
上合作，加强海上执法机构间对
话合作，成立海洋合作中心。落
实好《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路线
图》。共同实施好中国—东盟海
上合作基金项目。

第五，努力保障传统领域和
非传统领域“双安全”。办好明年
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探
讨建立中国—东盟防务热线，并
开展联合演练。深化湄公河流域
执法安全合作。尽快将《灾害管
理合作安排谅解备忘录》落实到
合作项目。

第六，积极开拓人文科技环
保合作新领域。加快落实《中
国—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
加强教育、农村减贫、公共卫生人
才培养、科研、环保等领域合作。

李克强表示，中国—东盟战
略伙伴关系经历了“黄金十年”，

正步入起点更高、内涵更广、合作
更深的“钻石十年”，具备天时、地
利、人和。相信在双方携手努力
下，中国—东盟关系必将取得更
大发展，给双方人民带来更多红
利，在地区乃至世界发出和平、发
展、合作的耀眼光芒。

东盟国家领导人欢迎李克强
总理提出的加强中国—东盟合作
的建议，他们表示，中国是东盟最
重要的对话伙伴之一，为地区和
平、发展、稳定与繁荣作出了积极
贡献。中国的强大对亚太和世界
都是好事。东盟方感谢中国对东
盟的支持，愿同中方增进政治互
信，落实好“2+7 合作框架”，深化
务实合作，扩大双向贸易投资规
模，推进地区互联互通，积极推动
商签“东盟国家—中国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进一步提升东盟—中
国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与发展。

李克强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强调

开创中国—东盟“钻石十年”

新华社内比都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桂涛 吴黎明）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3 日下午在
缅甸内比都出席第十七次东盟与
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
盟十国、日本、韩国领导人共同出
席。缅甸总统吴登盛主持会议。

李克强在讲话中说，东盟十
国与中日韩三国地缘相近、经济
互补、文化相通，10+3 合作有力
促进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各方应
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在此基
础上继续加强协调，牢牢把握互
利合作的大方向，开展相关领域
务实合作，朝着东亚共同体的目
标稳步迈进。

李克强就加强 10+3 合作提
出六点建议：

第一，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
进程。在区域自贸安排中加强协
调，发挥 10+3 国家的引领作用，

灵活务实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 系 协 定（RCEP）谈 判 如 期 在
2015 年底前完成，建成东亚地区
最大自贸区，建立开放公平的区
域投资贸易环境。

第二，提升区域金融合作水
平。加强财金合作，应对潜在的
短期流动性困难。逐步建立区域
高效监管协调与预警机制。进一
步扩大本币互换和跨境贸易本币
结算，加强清算机制建设。

第三，密切地区互联互通。
中方愿与日韩加强协调，帮助东
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日韩三
国应与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
加强沟通，探讨制定“东亚互联互
通总体规划”。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正加快筹建，将为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融资作出积极贡献。

第四，深化民生领域合作。
把消除贫困作为 10+3 优先合作

领域，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
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
亚减贫合作示范点。继续加强农
业技术交流和粮食安全合作，完
善 10+3 大米紧急储备机制，努力
让东亚实现“人皆有食”。

第五，扩大人文社会交流。
成立中日韩三国分设的东盟中心
的定期交流机制。进一步深化
10+3 文化、教育、新闻、商务、青
年、学术、旅游等领域合作。

第六，加强公共卫生合作。
建议 10+3 国家卫生机构在防控
埃博拉疫情方面加强沟通协作，
共同推进完善 10+3 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

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的快
速增长为东亚带来了发展机遇，
虽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今
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稳中提质，处于合理区间，

前三季度就业已完成全年任务，
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服务业
比重进一步上升，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催生，正在形成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全年经济增长
能 够 实 现 7.5% 左 右 的 预 期 目
标。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
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很
大，完全有条件保持中高速增长、
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继续为东亚
地区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与会各国领导人表示，10+3
合作一直发挥着东亚合作主渠道
的作用，有力推动了地区发展。各
国应携手落实合作倡议和规划，进
一步扩大经济合作，加强人文交
流，共同应对挑战，尽快完成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促进
地区经济一体化，提高地区人民生
活水平，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更
好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

李克强出席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强调

朝着东亚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