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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0 日下午

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体人

民团结奋斗，妇女的作用不可替代。要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激励广大妇女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参加集体谈话。

习近平首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全面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推进妇联改革，不

断健全妇女权益保障法治体系，持续优化妇女发

展环境，推动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过去 5
年，各级妇联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切实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责，动员组织

广大妇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抗击新冠疫情、科技创

新、乡村振兴等主战场上奋勇拼搏，创新推进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用心用情做好维权关爱服务，

持续深化妇联改革，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

断增强，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发挥。党中央对妇

联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对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

班子寄予殷切期望。

习近平强调，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要始终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党同心同行。要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

醒和坚定，牢牢把握我国妇女事业的政治属性和

妇联组织的政治定位，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坚

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引导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习近平指出，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的战略部署，找准工作着力点，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转化为妇联工作的具体任务。要激励广大妇

女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中发挥自身优势和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

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做

好妇女工作，不仅关系妇女自身发展，而且关系

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关系国家发展、民族进

步。要讲好家风故事，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

用，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

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

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

发展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习近平指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

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主动作为，着

力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突出问

题。要关爱帮扶低收入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

女等困难妇女，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流动儿童、留

守儿童的关爱服务。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作要

做在平常、抓在经常、落到基层。

习近平强调，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

桥梁纽带。要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继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打

基础、增活力，全面加强妇联党的各项建设。要树立

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基层妇女

所思所盼和妇女工作所急所需，推动资源和服务更

多向基层倾斜。要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

织、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建立妇联组织的力度，实

现全覆盖，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夯实党执政的妇女

群众基础。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部队伍建

设，不断增强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广大

妇女群众、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的本领。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妇女工作原

则，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加强对妇联工作的领

导，及时研究解决妇联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为妇联

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支持、创造条件。各级政府妇儿

工委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督

促，落实好党中央关于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各项决

策部署。

全国妇联主席谌贻琴代表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

班子汇报了中国妇女十三大的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

作考虑。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晓薇、蒙曼、王亚平作

了发言。

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参

加谈话。

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坚 定 不 移 走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妇 女 发 展 道 路
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蔡奇出席

10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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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30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

见习记者王璐璐 记者杨宝光） 10 月 30 日，

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博览会（以下简称“青
博会”）在北京首钢园启动。

青博会展览以“青年化、国际化、可复

制”为理念，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通过

实体展、高校巡展和云展厅 3种载体，全面呈

现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首批 100 个典型项

目，生动展示各国青年以实际行动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践

成果。展览分为消除贫困、消除饥饿与促进粮食

安全、面向未来推进数字技术使用、气候行动与

绿色发展、促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青

年健康与福祉、促进青年就业创业七大主题。

共同发起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是 2022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亲自宣布

的重要倡议。该计划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世

界青年发展论坛组委会与各国青年组织共同实

施，旨在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项目示范平台、青年先锋社

群和国际青年运动。行动计划通过遴选和推广青

年助力全球发展和全球共促青年发展的典型项

目、对项目青年骨干开展培训赋能，推动中外青

年团结合作，倡导国际青年行动，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汇聚青年力量。

自 2022 年下半年以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组委会与各国青年组织合

作，围绕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重要领域，面向全球遴选了首批 100 个典型项

目，覆盖六大洲 43 个国家。项目实施主体广泛多

元，涵盖青年组织、高校、媒体、智库和社会企业

等，典型项目青年骨干平均年龄 29岁。

青博会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世界青年发

展论坛组委会主办，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青

年报社、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和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承办，并得到了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

联合国驻华系统的支持。

青博会启动后，相关内容还将在北京高校进

行校园巡展，并配套举办全球发展青年先锋校园

对话会。

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博览会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焦艳 张金钥 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樊江涛）近日，《唐山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河北省第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3 年 12 月 30
日起正式施行。据团唐山市委介绍，该《条例》为全

国首部设区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性法规。

“通过立法，将我们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举措

固化上升为法律，是回应青年利益诉求、保障青

年发展权益的重要举措。”谈及 《条例》 的出

台，团唐山市委书记郭斌表示，2022年 6月，唐

山成功入选 45 个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

点，《条例》 的制定则为试点建设走深走实提供

了更可靠的法治保障。

记者了解到，《条例》 将上位法中某些比较

原则的条款内容进行了细化，形成 7章 51条，明

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工作原则和各方职责

等内容，规定了预防犯罪的教育、不良行为的干

预、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和重新犯罪的预防以及

相关法律责任。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委员会主任王保

军向记者介绍，《条例》将“预防”二字贯穿始终，坚

持分级预防、早期干预、科学矫治，进一步强化家

庭监护责任、充实学校管教责任、夯实国家机关保

护责任、发挥群团组织优势、突出专门教育作用。

据悉，《条例》的出台可以追溯至两年前。2020
年 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公布后，共青团中央出台了指导意见，鼓励

各省及地级市推动出台一批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

举措。在征求团河北省委意见后，团唐山市委在充

分了解各省已出台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法规

的基础上，在市人大常委会主导下，牵头启动了唐

山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性法规立法工作。

2021 年 12 月，《条例》立法工作正式启动。为

有效推进立法进程、提升立法质量，团唐山市委联

合唐山市检察院、中国政法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有

关专家教授组成了工作专班，多次深入全市各县

（市、区）开展调研摸底，组织召开课题组座谈会、市

直单位座谈会、学校座谈会、青年工作联席会议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专项会等多场立法调研会议。在分

领域调研的基础上，团唐山市委还结合课题组针对

行政机关、学校、涉罪未成年人等不同对象设计了

5类调研问卷，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 3.07万份。

全国首部设区市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地方性法规获批

《唐山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12月30日施行

本报北京 10月 30日电 （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陈凤莉） 10 月 30 日，2023 年世

界青年发展论坛在京开幕。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洛桑江村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宣

布中国将举办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共同发

起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并向首届论坛

致信祝贺，勉励世界青年共同谱写团结合

作的时代新篇章。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

是世界的未来。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引领

青年担当助力全球发展的时代责任，赋能

青年练就助力全球发展的过硬本领，团结

青年汇聚助力全球发展的智慧力量。

本届论坛主题为“青年团结行动、创

新驱动发展”，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世

界青年发展论坛组委会主办，中外青年领袖

约 2000 人线上线下参会。论坛期间，将举

办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博览会，展示首批

100个典型项目。

本报北京 10月 30日电 （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杜沂蒙 周围围） 10 月 30 日下午，

2023 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北京首钢园开

幕。论坛落实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青年发

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在首届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上的致辞

精神，努力搭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发展、全

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中长期青年发

展规划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集人、共青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联合国副秘书

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徐浩良等 100
多位中外嘉宾和 130多个国家 2000名青年代

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论坛。

徐浩良在视频致辞中指出，世界青年是

推动创新的先锋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

可并支持青年成为推动变革与合作，共同落

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积极力

量。在讨论数字发展、城市规划、文化创

新、气候行动与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时，

要时刻谨记，青年掌握着开启未来之门的钥

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会始终支持青年并与

其开展合作，为建设公正、和平与包容的社

会共同努力。 （下转2版）

2023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开幕式和全体会议举行

本报讯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

者王姗姗 李瑞璇 记者李雅娟 实

习生卢世龙） 10月 27日至 31日，由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中

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学联、贵州省政

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八届“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贵

州大学举办。

闭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

大学校长宋宝安代表承办单位致辞，

竞赛全国评审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

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

士袁亚湘作竞赛评审工作报告，公证

人员致公证词。相关获奖团队分享了

团队师生的攻关经历和科研成果。21
家“揭榜挂帅”专项赛发榜单位与“擂

主”团队现场集中签约，兑现榜单约定

的科研经费奖励和支持举措等，持续

助力做好学生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贵州省科技厅发布对青年

创新创业相关政策支持。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盛、贵州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董家禄为上海交通大

学颁授本届竞赛“挑战杯”奖项；大赛

组委会授予东南大学等 51所高校“优

胜杯”奖项，公布了本届竞赛主体赛特

等奖 117 个，一等奖 203 个、二等奖

377 个、三等奖 974 个（含港澳作品），

红色专项活动特等奖 46个、一等奖 92
个，“黑科技”展示活动“星系级”作品

99个，举行了“挑战杯”竞赛会旗交接

仪式，团中央青年发展部部长黄大伟

向第十九届“挑战杯”竞赛承办高校南

京大学授旗。

本届竞赛搭建主体赛、“揭榜挂

帅”专项赛、红色专项活动、“黑科技”

展示活动有机组成的“1+1+2”赛事整

体架构，共吸引全国 2000 多所高校、

40余万件作品、250多万名学生参赛。

其中主体赛共有 1745 件作品推报国

赛，经过初赛有 344所内地高校的 690
件作品，9 所港澳地区高校的 23 件作

品入围终审。“揭榜挂帅”专项赛参赛

学校学生提交近 2000 件作品，230 余

所高校的 700 余件作品入围终审，共

评出 21个“擂主”团队。 （下转2版）

本报讯 10月 30日，2023年世界青

年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上，来自五

大洲 130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共同发布

《青年共同行动北京宣言》。全文如下：

青年共同行动北京宣言
2023年 10月，北京

我们，来自五大洲130多个国家的
青年领袖，于2023年10月30日至11月
1日相聚北京，共襄2023年世界青年发
展论坛这一盛举！论坛期间，参会代表
聚焦“青年团结行动、创新驱动发展”
主题，围绕青年数字发展、青年发展型
城市、青年文化创新、应对气候与粮食
危机等议题发表观点、交流经验、倡导
行动。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展示了
100个全球青年发展典型项目。

我们感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世
界青年发展论坛组委会为全球青年共同
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发展
倡议提供宝贵平台，感谢各方为赋能青
年发展、支持青年行动所作出的努力。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应
对当今世界多重挑战的最有效方式。当
前，全球发展瓶颈日益突出，全球减贫成
果受到冲击，新兴市场增速放缓，粮食能
源危机等挑战交织……如期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令人担忧。在我
们开会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很多同龄人
仍得不到基本的食物、干净的水源、基础
的教育、体面的工作，这让我们深感不
安。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总钥匙，解决发展赤字、破解发展
困境，急切需要青年共同行动！

在此，我们共同承诺，我们要——

团结合作 汇聚青年力量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全
球青年要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坚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冷
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推动发展问题重回
国际议程的核心。我们要凝聚共识、相
互学习，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以实际
行动促进和平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倡
导民主自由，为推进全球发展，破解发展赤字汇聚最广
泛的青年力量，共同创造世界青年团结合作的新时代。

创新行动 注入青年动力

创新是发展的加速器，而青年是创新的行动派。我
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创新，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我们要带头探索科学技术创新，打破创新要素的
流动壁垒，通过科技创新共同寻找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
的途径和方法。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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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北京首钢园，2023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开幕式上，来自各国的青年代表在台下就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