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新华社加德满都10月12日电（记者 霍小光 孟娜

孙浩）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在加德满都总统府会见尼

泊尔总统班达里。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双方将本着同

舟共济、合作共赢精神，建立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

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今年4月在北京，你盛情邀请我年内

访问尼泊尔。我今天如约而来。正如总统女士所说，

中尼之间只有友好和合作。在机场和沿途欢迎人群的

脸上，我看到了尼泊尔人民真诚的笑容，感受到了他们

对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友好，让我再次感受到中尼友

好在尼泊尔拥有广泛共识和扎实根基。中尼两国人民

心意相通、休戚与共，是邻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希望

通过这次访问，传承中尼传统友谊，顺应两国人民期

待，推动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尼关系政治基础，把打

造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尼关系发展长远目标。感谢尼方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长期以来给予中方坚定支

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泊尔维护国家独立、主权、

领土完整，为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和帮助。双方要构建全方位合作格局，开展跨喜马

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我们刚刚隆重庆祝了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这7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走过的70年。这是一条不平凡的路，

既有鲜花和掌声，也伴随坎坷和挑战。我们会继续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一个稳定、开

放、繁荣的中国将始终是尼泊尔和世界发展的机遇。

班达里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尼泊尔，并再次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表示尼泊尔愿学习

借鉴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带领下一定能够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这必将造福尼泊尔及地区和平、发展、繁荣。

班达里表示，中国国家主席时隔23年再次访尼，具

有重要历史意义。尼中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必将巩固两国传统友谊，丰富两国关系内涵，推动尼中

关系进入新时代。尼方感谢中方多年来给予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允许任何

反华势力利用尼领土进行任何反华活动。尼方赞赏中

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政策，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构筑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助力尼实现

“繁荣尼泊尔、幸福尼泊尔人”愿景。

习近平还就尼泊尔12日发生公交汽车坠崖事故造成

严重人员伤亡向班达里表示诚挚慰问。班达里表示感谢。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尼泊尔总统班达里

10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德满都总统府会见尼泊尔总统班

达里。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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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这样形容十堰：十堰真奇怪，一

条马路直通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

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就是在这个偏僻的

山区小镇，诞生了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1969年 10

月，来自全国30多家工厂、设计院和建筑

单位的建设者以及竹山、竹溪、随县、大悟、

枣阳、汉川、汉阳等县的2.5万多民工，汇集

在十堰周围数十公里的工地上，拉开了建

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序幕。

二汽的建设采取“包建”和“聚宝”的方

针。所谓“包建”，是指二汽的20多个专业

厂分别由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

厂、北京汽车厂及上海、武汉等地的30多

家工厂负责，从设计、安装、生产准备、人员

培训、设备调试直到投产都“包”下来。

所谓“聚宝”，是指国家组织了558家

技术、设备先进的机械厂，为二汽制造了2

万多台设备，组成了500多条生产作业线

和117条自动生产线。

“包建”和“聚宝”的方针，使二汽建成后

就成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

1975年，二汽形成了第一个基本车型

——2.5吨越野车的生产能力。1978年7

月，形成了“东风”5吨载重汽车的生产能

力。第三个基本车型——3.5吨越野车在

试验的基础上于1980年经国家鉴定定型。

规模巨大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形成了华中地区一个新的机械工业中心，

成为“三线建设”的一颗明珠，对于改善我

国的经济布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有着积

极的作用。中外参观者来到鄂西北的十堰

市，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感叹：共产党人居

然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这片荒山野岭，建

成了这样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汽车城！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崇山深处汽车城
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1971年 10月

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 2758

号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一天起，

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理所当然地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但是，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

当局所占据。

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展开了长期斗争，并得到世界

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

1971 年 9 月，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召

开。会前，美国同日本等国提出了关于中

国代表权问题的两项提案。一是“重要问

题”提案（也被称作“逆重要问题”提案），即

任何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的建议都是重要问题；二是“双重代表权”

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

联合国，但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美日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遭到中

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从 10 月 18 日开始，联合国大会就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

题进行了一周的激烈辩论。10 月 25 日，

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首先否

决了所谓“逆重要问题”提案。此后，大

会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要求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

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

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联

合提案进行表决，这个提案以压倒多数获

得通过。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

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升起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有这样一条铁路，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

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

姆博希，越过“地球的伤疤”——东非大裂谷，

全长1860.5公里。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

的大干线叫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丰碑。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在上世纪60年

代非洲民族解放浪潮中新独立的国家。但

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封锁，这两国的经济发展

面临很大困难。因此，坦、赞两国领导人向世

界有关国家请求援建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

华。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与尼雷尔会谈时表

示：中国政府同意帮助修建一条由坦桑尼

亚到赞比亚的铁路。毛泽东对尼雷尔说：

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

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

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1967年6月，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与中国商定了

修建坦赞铁路的相关事宜。同年9月5日，

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

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协定

规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

贷款，并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管

理、维修，培训技术人员。

1968年5月，中国派出勘探人员在极

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开始进行全线勘测设

计。坦赞铁路于1975年10月试办运营，

1976年5月完成了全线工程收尾和设备安

装配套等工作。卡翁达总统后来说：坦赞铁

路是“我们与中国友谊和团结的纪念碑。”

一位西方工程师在参观过坦赞铁路

后，感叹地说：“只有修建过万里长城的

民族，才能修建出如此高质量、高标准的

铁路。”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1927年，国外某桥梁专家在南京实地勘

察后，留下一句话：在南京造桥，不可能。然

而，1968年，就是在这个“不可能”的地方，一

座用我国自己研制的特种钢材建造的大桥，

建成通车了。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经历了 10年时

间。1958年11月，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

会成立。1960年 1月，大桥主体工程江心

桥墩正式开工。工程技术人员潜入水下60

多米，进行水下电焊和水下切割。到1966

年4月，江中9个桥墩已全部造出水面。在

“文化大革命”动乱最严重的时候，大桥的

建设仍加紧进行。1968年，大桥建设速度

明显加快，建设者们全力以赴，全市人民也

热情援助。

当年的施工队长宋培起说：“许多人也许

不知道大桥工人的辛苦。冬天，在空旷的江

面上，寒风凛冽，手摸钢铁能粘掉一层皮，一

天下来，常常手指都无法伸展。夏天，混凝工

人仍必须每天闷在严密的模型板和钢盘中

间，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模板里面不通风，

温度要比外面高出10摄氏度。一天下来，他

们的衣服上就结了厚厚的一层盐霜……”大

桥建设者们大兴勤俭节约之风，划线工“量体

裁衣”，节约钢材；钢筋工精打细算，不浪费一

根钢筋；电焊工连用剩下的一寸长的焊头也

舍不得丢掉。

经过建设者和南京人民的共同努力，

1968年9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

通车，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建成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长4588米，铁路

桥长6772米，是当时中国最大、桥梁技术最

复杂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建桥过程中，工

程技术人员所创造的大量新工艺、新技术达

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非友谊的丰碑 扬子江上架钢虹

新华社印度金奈10月12日电（记者 魏建
华 史霄萌）2019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金奈

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会晤结束后，外交部

副部长罗照辉向媒体介绍了会晤情况。

罗照辉说，两位领导人在友好气氛中，就

国际和地区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更加紧密的发

展伙伴关系。

两位领导人重申2018年4月在武汉举行首

次非正式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即中国和印度互

为发展机遇，是当前国际格局中的稳定因素。

双方积极评价了双边关系发展，同意加强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并探

讨了如何深化中印双边交往，体现两国在全球

舞台上日益重要的作用。

两位领导人认为，国际形势正在经历重大

调整。认为中印均致力于构建一个和平、安

全、繁荣的世界，各国都可在基于国际法的国

际秩序中谋求发展，共同促进多边主义、国际

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两位领导人认识到，中印在维护和促进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包容的国际秩序方面拥有广

泛共同利益，包括推进反映21世纪新格局的改

革。双方都认为，在全球贸易惯例和准则遭到

质疑之际，应支持和加强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

体系。中印将继续推动达成开放、包容的贸易

安排，使所有国家受益。

两位领导人还强调了各自国家为应对全

球发展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强调中印的努力有助于

国际社会实现有关目标。

两位领导人认为中印都是恐怖主义受害

者，两国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呼

吁各国加强反恐国际合作。

两位领导人都认为，作为具有悠久传统的

重要当代文明，中国和印度应加强对话，增进

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两位领导人还

同意，作为主要东方文明古国，双方要共同促

进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对话与了解。

两位领导人就过去两千年来，中印之间源

远流长的商业联系和人文交流交换了意见，特

别注意到大量的海上交往。同意福建省与泰

米尔纳德邦建立友好省邦关系，基于敦煌研究

院与阿旃陀石窟文博机构开展合作的经验，探

讨上述两地开展历史文化研究的可行性，开展

中印之间海上交往研究。

两位领导人肯定了开放、包容、繁荣和稳

定的环境和更完善的互联互通对本地区繁荣稳定的重要

性。中方愿在此基础上，与印度及相关国家积极推进中印

缅孟合作。他们还同意，为尽快完成互利、平衡的“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作出共同努力。

两位领导人就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和目标交换

了意见。同意中印两国的同时发展给彼此带来了有益机会。

双方要继续本着积极、务实、开放的心态看待对方，增进对彼

此政策和行为的理解，坚持友好合作大方向。为此，同意继续

加强双方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战略沟通，用好两国间对话交

流机制，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决定2020年为“中印人文交流

年”，并同意举办70项活动庆祝2020年中印建交70周年，包

括举行研讨会，回顾两国历史联系，探讨未来合作，深化两国

立法机构、政党、文化、青年团体、军队间各层级交往。

为进一步深化两国经济合作，两位领导人决定建立高

级别经贸对话机制，以加强两国贸易和投资合作关系，更好

地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平衡发展。同意通过探讨建立“制造

业伙伴关系”，鼓励双方在具有潜力的领域相互投资，并指

定双方官员在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会议上推进这一设想。

两位领导人就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未决问题交换了意

见。他们对双方特别代表所做工作表示欢迎，并责成两国特

别代表继续努力，在双方2005年达成的解决边界问题政治

指导原则基础上达成双方都同意的框架，为边界问题找到公

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两位领导人重申，双方

将继续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为此将商定更多建

立信任措施。双方将审慎管控分歧，不让分歧上升为争端。

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积极评价非正式会晤这一形

式，认为这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深入对话、增进相互理

解的重要机会。两国领导人将以包括非正式会晤在内的形

式继续保持战略沟通。

中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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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克苏中联世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阿克苏御

溪谷·鹭湖度假小镇B1#、B2#、B12#、B13#楼建设项目，现已

竣工验收，工程款已按合同约定全部结清。

特此公告

阿克苏恒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4日

公 告
由阿克苏中联世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阿克苏御

溪谷·鹭湖度假小镇B1#、B2#、B12#、B13#楼建设项目，现已

竣工验收，工人工资已全部结清。

特此公告

阿克苏中联世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4日

公 告

由阿克苏中联世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阿克苏御

溪谷·鹭湖度假小镇A27#楼建设项目，现已竣工验收，工程

款已按合同约定全部结清。

特此公告

阿克苏恒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4日

公 告
由阿克苏中联世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阿克苏御

溪谷·鹭湖度假小镇A27#楼建设项目，现已竣工验收，工人

工资已全部结清。

特此公告

阿克苏中联世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4日

公 告
10月11日，中国平安人工智能研究

院创作的全球首部AI交响变奏曲《我和

我的祖国》由深圳交响乐团首演。该作品

运用平安首创的AVM自动变奏体系，基

于平安AI团队积累的海量历史音乐作品

数据，体系化的音乐标签工程，系统化的

自动变奏、音乐评价、专家规则模型，通过

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融合的AI技术，以

《我和我的祖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经

典曲目为基础，完成了涵盖五个变奏段落

的人工智能交响曲创作。该曲目以中国

近现代发展史为脉络，表现了自鸦片战争

至今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全球首部AI交响变奏曲问世

AI交响变奏曲《我和我的祖国》运用

了平安首创的AVM自动变奏模型。首

先在节奏、和声、织体、配器等方面构建专

家变奏规则库进行基础模型的训练。而

后采用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联合方案，根

据音乐创作理论描述规则进行基础模型

训练，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音乐作品实现

多维度的特征学习与提取，再结合强化学

习技术让机器初步掌握人类作曲的思考

逻辑，学习乐曲变奏手法。

《我和我的祖国》AI交响变奏曲，将

其对祖国浓厚感情通过音乐的语言以回

顾历史的形式抒发出来。该乐曲以中国

近现代变迁史为乐曲创作蓝本，描绘了从

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共和国曲折发展、

改革开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个

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进程，蕴含了充沛的

民族情感与丰富的时代情绪。

雄厚技术壁垒助力平安AI多点突围

艺术领域

作为AI交响变奏曲的主创团队，平

安人工智能研究院早在2017年就已开始

探索将AI技术运用于音乐这一在传统思

维里始终被定义为人类专属的领域，并启

动音乐画像脸谱、音乐流行预测以及人工

智能作曲三大方向的研究。

除音乐之外，平安还将人工智能尖端

科技的触角伸向绘画、诗歌等科技鲜有触

及的艺术领域。其中，“平安慧画”采用了

深度学习和卷积神经网络等技术实现自

动生成完整画作，并掌握了国画、油画、素

描3类画种下近10种体裁的创作技能。

在诗词创作层面，基于智能识别用户上传

的图片主要实体，自动化生成支持“现代

诗”和“古诗”两种类型且符合图片风格的

诗词作品。由此，平安在人工智能融合艺

术创作的版图上逐渐描绘出更多可能性，

帮助人类艺术创作拓展出新的想象空间，

掀起下一轮的人工智能与艺术浪潮。

与此同时，平安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深

化科技能力，将创新技术深度赋能于“金融

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服务、房产服务、智慧

城市”等五大生态圈。集团不断对外输出

领先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持续扩大科技业

务版图，2019上半年，公司科技业务的总

收入同比增长33.6%，达到384.31亿元。

中国平安将持续深化“金融+科技”，探

索“金融+生态”战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在

金融、医疗、艺术等行业的创新与应用。

中国平安打造全球首部
AI 交响变奏曲《我和我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