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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9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努拉·迪萨
纳亚克，祝贺他就任斯里兰卡民主社
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斯里兰卡是

传统友好邻邦。中斯建交 67 年来，两
国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树立了不
同大小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
典范。我高度重视中斯关系发展，愿
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赓续传统友谊，

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中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结出更多硕果，推动
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两国人民创造
更多福祉。

习近平致电祝贺迪萨纳亚克
就任斯里兰卡总统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嫦娥
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探月工
程成果凝结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个侧面展示
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了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
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
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出席活动。

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同大家亲切握
手，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年 6
月 25 日，嫦娥六号完成任务后成功返回，我发了贺电。今天，
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代表党中央，再次向大
家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嫦娥六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
采样，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是我国探月工程的重要里程碑。20
年来，探月工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在科学发
现、技术创新、工程实践、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丰
硕成果，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为我国航

天事业发展、为人类探索宇宙空间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

追求的航天梦。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
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指出，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
类的共同事业。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合作
共赢的原则，“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类，为国际科技合
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为全球深空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
量。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
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

好造福人类。
习近平强调，探索太空永无止境。希望航天战线同志们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球样品科学研究，接续实施
好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
应用全面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
和“九天揽月·探月工程二十年”成果展览。

李干杰、李书磊、张又侠、张国清、吴政隆出席上述活动。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我国航天史上迄今技术水平最高的月
球探测任务，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
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 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23 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将于 9 月 23 日至
28日应邀赴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首次会议并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陈文清将赴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中乌执法安全合作
机制首次会议并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9月 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等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本报北京 9月 23日电（记者巩宸
宇） 9 月 2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实务专家进校园”走进清华大学启
动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最高检党组
书记、检察长应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邱勇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最高检党
组成员、副检察长宫鸣参加启动仪式，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主持。

“唯有自信才能自强，只有真正读
懂法治中国才能更好投身法治事业。”
应勇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最重要的标
志性成果，是引领新时代新征程法治建
设的思想旗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提供了根本

遵循。越是深入了解新时代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就越能深刻理
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巨大优势和显著
优越性，越能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
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法学教育和法治
实务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旗帜鲜明反对和
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
立”等错误观点，共同做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

应勇指出，培养“德才兼备、德法兼
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完善以实践为导

向的法学人才培养机制，是高校法学教育
和法治实务部门共同的责任。要认真落
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
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
见》，强化实践教学，深化协同育人，统筹
高校法学教育资源和检察教育培训资源，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紧
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国实
践，共同培养一批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
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优秀法治人才。

“推动法学教育与法治实践相融
互促是协同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必
然要求。”应勇表示，法学院校是法学
教育的主阵地，检察机关是法治实践
的重要力量。 （下转第二版）

最高检“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走进清华大学启动仪式举行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
更好推动法学教育与法治实践相融互促

应勇邱勇致辞 宫鸣周光权参加

本报北京9月 23日电（记者戴佳）
9 月 2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强化
行政检察监督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重
点督办建议听取意见座谈会。最高检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
樵主持会议。

童建明表示，今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将“强化行政检察监督 助力法治政
府建设”确定为最高检牵头的重点督

办 建 议 选 题 ，交 办 11 件 重 点 督 办 建
议。办理过程中，最高检坚持把办理
代表建议、代表日常联络和强化检察
履职有机结合，通过调研、座谈、研讨
等多种方式，同步推进深化行政检察
监督。同时，坚持将建议办理和改进
工作相结合，将建议办理融入“检察护
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中，抓好代表
建议吸收落实，强化行政检察履职。

童建明指出，加强同人大代表联

系，办理好代表建议，是检察机关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自觉接受人民监
督的重要体现。最高检将以办理重点
督办建议为契机，结合代表提出的意
见建议，进一步用心用情做好代表联
络工作。要紧密结合代表专业背景、
履职经历、关注重点，把服务保障代
表履职融入日常，拓展多元化联络方
式，提升联络工作质效。

（下转第二版）

最高检召开重点督办建议听取意见座谈会，童建明强调

以办理重点督办建议为抓手强化行政检察监督
张雪樵主持

□本报记者 谷芳卿

9 月 10 日至 15 日，由最高人民检
察院组织的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控告
申诉检察业务竞赛（下称“控申业务竞
赛 ”）在 国 家 检 察 官 学 院 江 苏 分 院 举
行。全国检察机关共有 33 支队伍 99
名选手参加比赛，最终评选出 10 名“控
告申诉检察业务竞赛标兵”。

“从业务能力到办案理念，都有了
质的提升。”4 场激烈比拼后，参赛选手
对“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有了更深
体会。

贴近实战的竞赛

“ 没 有 偏 题 、难 题 和 怪 题 ，但 是
涵 盖 业 务 面 很 广 ，包 含 了 很 多 新 规
定。”

“案例贴合控告申诉业务实践，只
有熟知控申案件办理规定，才能作出
恰当的处理。”

“没有纯粹记忆性问题，而是把知
识点融入案例中，更多考查法律适用
能力。”

“聚焦控申业务常见的难点，既考
查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基本功，更有

对司法理念的考查。”
…………
记者在初赛后采访了几名选手，

他们告诉记者，初赛考题涉及刑事申
诉、民事复查初核、国家赔偿、司法
救助、立案监督、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等方面。

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二级高级
检察官助理杨军伟向记者透露：“出题
组成员是长期从事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的资深检察官，题目囊括控告申诉检
察各项业务，紧扣控告申诉重点工作。”

（下转第二版）

赛出能力与水平 推进高质效办案
——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业务竞赛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