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81-0001/（ J） 邮发代号 1-26

中国军网 http: //www.81.cn 第 号 解放军报社出版

解
放
军
报

客
户
端

解
放
军
报

微
信
公
众
号

解
放
军
报

法
人
微
博

版面编辑

薛 敏

董一鸣

李
希
林
同
志
遗
像

新
华
社
发

新华社广州 5月 10日电 正大军

区职离休干部、原广州军区司令员李希

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4 月 2 日在广

州逝世，享年 94 岁。

李希林，原名李瑞林，河北省冀县

（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1945 年

12 月 入 伍 ，1947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他 历 任 战 士 、班 长 等

职，参加了大黄集、华县、邓县、襄樊、

宛西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

历任收发员、参谋、副股长、股长、副科

长、副参谋长、科长、副团长、团长、队

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军参谋长，广州

军 区 副 参 谋 长 、参 谋 长 、副 司 令 员 等

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

设作出了贡献。

李希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

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 他

1988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 年晋升

为上将军衔，曾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

利功勋荣誉章。

李希林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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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军某支队舰艇编队赴某海域开展训练。图为编队运动。 本报特约通讯员 温子东摄

本报酒泉5月 12日电 特约记者张艳、记者王凌硕报道：

5 月 12 日 7 时 43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丙

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二十三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试验二十三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22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试验二十三号卫星

榜样传递力量，青春挺膺担当。

5 月 8 日下午，参加走基层分享交流

活动的两组军地青年典型，分别来到西

北工业大学、云南大学，与莘莘学子面对

面交流互动，分享青春路上心怀梦想、拼

搏奋斗的故事。

“面对生死考验，我只是做了每名飞

行员都应该做的事。就像当年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许多英雄的先辈飞行员们那

样，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被敌机

包围的危急时刻，他们把自己和战机当

作 最 后 一 发 炮 弹 ，义 无 反 顾 地 冲 向 敌

机。这是刻在中国飞行员骨子里的血脉

传承。”在西北工业大学，空军某部干部

王文毅分享了自己遭遇空中特情时，冒

着生命危险毅然选择避开人员密集区跳

伞的经历，让该校青年学生深受触动。

“陈连长，您是与强者较量、向极限

挑战的精武尖兵。遇到挫折时，是什么

样的信念让您一直坚持下来的？”“胡副

大队长，每次走向排爆物执行任务时，

您 会 不 会 害 怕 ？ 内 心 会 有 怎 样 的 变

化？”……交流互动环节，该校青年学生

争先恐后举手提问。“勇敢追求自己所

追求的，勇敢热爱自己所热爱的。不要

因为遭遇挫折就放弃梦想，不要因为经

历低谷就止步不前，也不要因为暂时看

不到成绩就失去信心。我们吃的每一

分苦，都是成功路上的垫脚石。”陆军某

部干部陈晶与大家真挚分享自己的成

长心得。

在云南大学，武警部队某部干部达

娃 卓 嘎 讲 述 了 自 己 克 服 语 言 关 、训 练

关，从一名普通藏族女孩成长为特战队

员的励志故事。“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特

战队员，就要有永不放弃的信念，肯付

出更多努力和汗水。为提高据枪稳定

性，别人据枪训练 30 分钟，我一趴就是

一上午，常常两肘磨出血迹……”心中

有梦想、拼搏有力量，达娃卓嘎挑战自

我、超越自我的精神，赢得现场青年学

生的阵阵掌声。

活动结束，许多青年学生争相和军

地青年典型合影留念。大家纷纷表示，

拼搏的汗水成就精彩的人生，一定用火

热 青 春 书 写 奋 斗 篇 章 ，在 推 进 强 国 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弘扬光荣传统、贡

献青春力量。

心中有梦想 拼搏有力量
—军地青年典型与西北工业大学、云南大学青年学生分享交流侧记

■本报记者 刘 敏 陈晓杰

广袤的亚欧大陆，人类文明的璀璨之地。

中国和欧洲，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是推动

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

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如何相处、怎

样作为，关乎着亚欧大陆的繁荣，牵动着全球

格局的走向。

大国外交，远谋而笃行。新一年元首出

访的大文章，从欧洲起笔。

第一站，来到法国。“特殊的朋友”“特殊

的关系”；既是立足双边，更是面向全局——

携手走过一甲子，中法关系如何守正创

新、开辟未来，担当中欧关系的强大引擎，壮

大完善全球治理的中法力量？

并肩前行二十载，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如何稳中有进、行稳致远，更好服务各自发

展，更好推动人类进步事业？

答案就写在绿意盎然的塞纳河畔，写在

白雪皑皑的比利牛斯山脉，写在中法各界深

化友好合作的广泛对话里，写在东西方文明

跨越亚欧大陆的温暖握手中……

习近平主席说：“中法作为两个有独立自

主精神的大国，在历史长河的每一次相遇都

能迸发出巨大能量，影响世界行进方向。”

5 月 5 日至 7 日，中国元首外交的“法兰西

时间”，让世界瞩目。

定位与定力：

做真诚的朋友、共赢的伙伴

又是一个万物勃发的时节，中法友谊再

启新篇。

2014 年、2019 年，习近平主席两次在春天

到访法国。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际，再次踏上

了美丽的法兰西土地。

一项项高规格礼遇，欢迎尊贵而亲切的

朋友。

5 日抵达巴黎——马克龙总统特别安排

阿 塔 尔 总 理 赴 机 场 迎 接 。 细 雨 霏 霏 中 ，

习近平主席步出舱门，阿塔尔总理以一句中

文“您好”问候远方贵宾。沿红毯边走边谈，

阿塔尔总理向习近平主席讲述自己的“中国

缘”：学过一年中文，还到访过北京、上海、银

川。“你讲得很好，很标准。欢迎你到中国访

问。”习近平主席微笑着说。

从 机 场 至 下 榻 酒 店 ，摩 托 车 队 护 卫 左

右。雄伟的凯旋门前，一面面中法国旗连成

友谊的绚烂画卷，一幅幅红色横幅表达着对

访问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鼓乐欢快，龙狮

双舞，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洋溢着浓浓的节

日气氛。

6 日国事活动——见证法兰西厚重历史

的荣军院再度为习近平主席打开大门。金色的穹顶映着湛蓝

的天空，主庭院连廊边，共和国卫队和三军仪仗队整齐列队。

雄壮的进行曲，庄严的分列式，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尽显东

道主的盛情与敬意。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赴爱丽舍宫，

148 名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和摩托车队一路护送。马蹄噔噔，

踏响青灰色的石路。穿过塞纳河上最美的亚历山大三世桥，

途经百余年历史的大皇宫、小皇宫，掠过戴高乐将军雕像，仿

佛行进在时间的长廊中。

外交礼仪，“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两个

时间维度，彰显中法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揭示中法两国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历史逻

辑、现实动力、时代意义。

第一个维度，10 年，主线是元首外交的战

略引领。

犹记习近平主席 2014 年的首次对法国

事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的重要共识。5 年

后，再度来访，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打造更加

坚实、稳固、富有活力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此次法国之行，打造新时期互信稳定、守

正创新、担当作为的中法关系成为双方未来

的努力方向。

一次次深度沟通，一场场亲密互动，一步

步坚定前行。

法 国 总 统 府 爱 丽 舍 宫 ，璀 璨 的 水 晶 吊

灯 将 迎 宾 门 照 得 通 亮 。 主 楼 台 阶 两 侧 ，脚

蹬 锃 亮 马 靴 、头 戴 红 缨 头 盔 的 10 名 礼 兵 威

武挺立。并肩同行，拾级而上，马克龙总统

将习近平主席请进二层总统办公室。两位

元 首 坐 在 沙 发 上 ，面 对 面 交 谈 ，原 定 30 分

钟 的 小 范 围 会 谈 延 了 又 延 ，持 续 了 近 100

分钟。

“比利牛斯山之心”图尔马莱山口，群山

环抱，瑞雪飞舞。这里保留着马克龙总统美

好的童年记忆，也记录着他当选总统后的欢

庆场面。马克龙总统亲自选定在对自己人

生“ 意 义 非 凡 ”的 地 方 、在 老 朋 友 的 餐 厅 里

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小范围午宴。马克

龙总统夫人布丽吉特告诉习近平主席：“这

是马克龙总统第一次邀请外国领导人来到

这里。”

铁制的牛铃、风干的火腿、斑驳的兽皮

毯、欢快的牧羊人之舞……南法山区的古朴

民风扑面而来。屋外银装素裹，屋内暖意融

融。两国元首凭窗而坐，远眺山景气象万千，

纵论世事风云变幻，畅叙文明和美之道。从

尼斯夜谈到豫园茶叙，从松园会晤到雪山对

话，中法元首外交再续佳话。

进山前经过的巴涅尔-德比戈尔镇，是马

克龙总统外祖母的家乡，是他心中满载亲情

友情的“绿色天堂”。从电视报纸广播里，在

口口相传中，巴涅尔-德比戈尔镇和周边市镇

的居民得知了中国领导人来访的消息。当地

人说：“法国人的习俗是，好朋友来了就要带

他到自己长大的地方看一看。没错，这就是

马克龙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来这里的初衷！”

第二个维度，60 年，主线是中法建交精神

的传承与坚守。

时间的指针回拨至 1964 年。冷战正酣之时，一份 40 余字

的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如一记惊雷在国际舞台上引发了“外交

核爆”。“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

以 16 字概括中法建交精神。60 年来，坚守建交初心，中法结成

真诚的朋友、共赢的伙伴，携手走过一段非凡的历程，成为不

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互成就、共同前进

的典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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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绸缎般的多瑙河，在匈牙利的

北境拐了个弯，由东转南，穿过布达佩

斯，继而挽起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流

淌过漫长时光。

今年中国元首出访的开篇之作，选

择了欧洲。立夏之后的这一周，越过辽

阔的亚欧大陆，习近平主席先赴法国，后

飞塞尔维亚，再抵匈牙利。

中欧关系又一次置于世界的聚光灯

下。近来沿着欧洲到北京的航线，欧洲

国 家 政 要 纷 至 沓 来 。 这 一 次 ，习 近 平

主席不远万里，来到欧洲。

透过那些温暖与感动的镜头，翻开

那些共识与合作的篇章，沉潜深处的，是

东西方文明互鉴下的彼此照亮，是跬步

江山的相向而行，是“中国式现代化将给

世界带来巨大机遇”的壮阔图景。

国家关系的刻度，
如何标注？

国 与 国 的 关 系 ，亦 如 人 与 人 的 交

往：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

在知心。

合作，根深叶茂；往来，辅车相依；信

任，坚如磐石；目标，大道同行——当一

切都已就绪，双边关系的换挡提速，水到

渠成。

巍峨的山峦，一眼望不尽。标注国

家关系的刻度，必须站在不同的方位。

用时代铸就的定位去标注。

当地时间 5 月 8 日，塞尔维亚大厦，

中塞元首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塞命

运共同体。

随后，在共见记者时，习近平主席给

予高度评价：“8 年前，塞尔维亚成为中

国在中东欧地区首个全面战略伙伴。今

天，塞尔维亚又成为首个同中国共同构

建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充分体现了

中塞关系的战略性、特殊性和高水平。”

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精神，照亮了

中塞两国新的航程。这一程，凝结着过

往的厚重，更开辟着更加辽阔的未来。

相向而行，因为理念一致、追求相

似。“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这

是中塞两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坚持独立自

主、追求和平和发展国家的共同愿景。

9 日，布达佩斯总理府，中匈两国领

导人宣布：建立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席作出高度评价：“实现了

从跨越大陆的朋友、友好合作伙伴到全

面战略伙伴的持续深入发展。”“双边关

系 进 入 历 史 最 好 时 期 ，驶 入‘ 黄 金 航

道’。”“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的典范。”

“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信心，写就了浓墨重彩的过往，也挥毫着

未来可期的新篇。

用外交高规格的礼遇去标注。

7 日夜，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贝尔

格莱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夫妇以

及前总统、议长、总理、外长等亲赴机场

迎接。

次日，会谈时，武契奇总统发自肺腑

地对习近平主席的到访表达感激与自

豪，他说：“昨晚我为您的到访准备了一

整夜。”习近平主席回应道：“中国有一句

话叫‘盛情难却’，总统先生曾对记者说

你邀请了我许多次。今天我如约而来。”

这一天傍晚，饯行话别，武契奇总统

夫妇将习近平主席夫妇一路送到了机

场。望着腾空而起的专机，他们挥手道

别、伫立良久。

一个多小时后，匈牙利布达佩斯国

际机场，习近平主席夫妇走下舷梯，等

候良久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走上前来：

“ 主 席 阁 下 、教 授 女 士 ，热 烈 欢 迎 你 们

‘来家里’。”

次日一早，布达王宫内庭，国旗、红

毯、骏马、青石板……人们惊叹于这次安

排的高规格：一是舒尤克总统和欧尔班

总理共同出席，这在匈牙利外交史上十

分罕见；二是在古老的布达王宫，为外国

领导人举办欢迎仪式，这是首次。一切

只因为，尊敬的中国朋友来了。

欧尔班总理在欢迎宴会上说：“我

们难以表达您到访的价值有多大，这是

非常大的事。”即将启程返回中国之际，

欧尔班总理夫妇再次举行小范围午宴，

为习近平主席夫妇饯行，席间畅叙。之

后，又将习近平主席夫妇送到机场，依

依惜别。

用历史垒砌的信任去标注。

塞尔维亚人常说，“朋友是时间的果

实”；匈牙利有句俗语，“好朋友比黄金更

珍贵”。时光知味，沉淀下中塞、中匈交

往的深厚与温暖、相守与坚定。

中塞友谊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无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浴火岁月、国家建

设时期，还是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中国一直与塞尔维亚并肩而立。

很多人记得疫情暴发后的一幕。中

国向塞尔维亚伸出援手，捐赠医疗防护

物资、派出高水平医疗专家组。武契奇

总统亲赴机场迎接。

武契奇总统对习近平主席说：“我们

铁杆友谊不会被任何人所破坏。”“虽然

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是我们会坚定地在

困难的时候与中国站在一起，而中国也

是如此。”“我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每

次有人问起相关问题，我们都说那是中

国的内政。”

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

一，今年是两国建交 75 周年。元首会谈

时，舒尤克总统感慨：“一个人活到 75 岁

相当长，两个国家交往 75 年应该也是一

个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的政治互信不

断深化，您对匈牙利的访问，给我们带来

了光荣。”

欧尔班总理在欢迎宴会致辞时说：

“两国关系没有隔阂。我们想不起历史

上有任何一个让两国敌对的事件。匈中

两国有很大的向心力。”

用人民厚重的情谊去标注。

8 日上午，近 2 万名塞尔维亚民众从

各地赶来。习近平主席向欢迎人群挥手

致意，广场上欢呼声、掌声经久不息：“中

国！塞尔维亚！”

武契奇总统在之后的会谈中动情地

说：“您可以看到有那么多民众涌上街头

欢迎您，充分说明塞尔维亚人民有多么

期待您、尊敬您、热爱您。”

（下转第三版）

相 向 而 行 的 力 量
—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