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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11月 21

日电 （记者杨依军、陆佳飞）当地时间

11 月 21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巴

西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国途中在卡萨布兰

卡作技术经停。

受 摩 洛 哥 国 王 穆 罕 默 德 六 世 指

派，摩洛哥王储哈桑、首相阿赫努什专

程 赴 机 场 迎 接 习 近 平 ，并 在 机 场 举 行

欢迎仪式。

习近平同哈桑王储进行了亲切交谈。

习近平请哈桑王储转达对穆罕默德

六 世 国 王 的 亲 切 问 候 和 良 好 祝 愿 。

习近平指出，中摩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双

方务实合作富有成效，各领域交往日益

活跃。2016 年，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同他举行了富有成

果的会谈，推动中摩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方支持摩洛哥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愿

同摩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愿同摩方落实好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中阿合作论坛第

十届部长级会议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

果。双方要扩大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

好民意基础，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得

到更大发展。

哈 桑 转 达 穆 罕 默 德 六 世 国 王 对

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热烈欢迎，表

示摩中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感

谢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给予摩方宝贵支

持，摩洛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摩洛哥

王室和政府均坚定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摩

中关系，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

领域合作。汉语和中国文化深受摩洛哥

人民欢迎，希望加强两国人文交流。摩

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立场相近，摩方愿

同中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的主权和

安全稳定。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摩洛哥王储哈桑

当地时间 11月 2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巴西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国途中在卡萨布兰卡作技术经停。

受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指派，摩洛哥王储哈桑、首相阿赫努什专程赴机场迎接习近平，并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这是习近平同哈桑王储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本报万象 11月 22日电 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2 日

在万象会见到访的国防部长董军。

通伦请董军转达对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

他表示，老中友好牢不可破，感谢中方长期

以来给予老挝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力支持

和援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地区局势，

两军要继续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深化联演

联训、军事医学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董军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通伦

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中老是

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理想信念相通、社

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

关。中方愿与老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

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不断深化

两军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深入发展。

同日，董军与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

长占沙蒙举行会谈，并参访老军 103 医

院、慰问参加“和平列车-2024”联演的

参演分队。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会见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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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陆军步兵学院组织数百

名学员重走黄洋界下的“挑粮小道”，引

导大家探寻初心之源，感悟信仰力量，赓

续优良传统。

“ 在 中 央 军 委 政 治 工 作 会 议 上 ，

习主席体系部署了新征程上推进政治

建军要抓好的 6 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

之 一 就 是‘ 恢 复 和 弘 扬 政 治 工 作 优 良

传统’。习主席在视察我院时强调，要

把 红 色 资 源 运 用 好 ，把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好，培养一茬茬、一代代合格的红军传

人 。”该 学 院 领 导 介 绍 ，军 队 院 校 是 军

事人才培养的摇篮，必须深入贯彻落实

习 主 席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筑 牢 学 员 铁 心

向党、矢志强军的思想根基，把革命先

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

代传下去，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强

军事业后继有人。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后，该

学院通过党委常委会会议、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专题研究会等形式，组织

大家学习领悟习主席在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并制订落实落地配套措施；学院

领导带队开展现地教学，定期听查政治

理论课、参加集体备课试教等，有力推动

教学质量提升。

“军队院校学员是未来部队建设的

生力军。如果信仰根基筑得不牢，就难

以走远，甚至会走偏。”该学院领导表示，

为推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走深走实，他们紧贴学员思想实际，

充分利用红色教学资源，结合新学员入

学教育、人民军队历史与优良传统教育

等时机，组织学员上井冈山学传统、到西

柏坡砺作风、结合综合演练求深化，持续

砥砺初心、激发斗志。

学习越深入，信念越坚定。今年秋

季学期以来，该学院组织多批次学员到

革命遗址和红色场馆开展现地教学，感

悟优良传统，激发奋进力量。学员戴宣

言在枫树坪下听了以“井冈山斗争”为主

题的辅导课后，参加了学院组织的入党

宣誓仪式。他激动地说：“在这个有特殊

意义的地方宣誓入党，我一定要传承和

弘扬优良传统，练强战斗本领。”

随着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不断深入，该学院学员扎根军营、

建功军营的热情更加高涨。

陆军步兵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赓续优良传统 激发奋进力量
■周 超 张杰文

本报讯 夏泽华、臧乾雯报道：占领

阵地、架设天线、组网建链……近日，海

军某部一场全要素应急通信组网训练紧

张展开。

“无线通信网络遭‘敌’强电磁干扰，

信号中断！”通信车内，显示屏上一片“雪

花”。“遭‘敌’炮火打击，有线通信线路中

断”……危急关头，特情又至。指挥员沉

着应对，指挥官兵切换备用方式、测算光

缆断点。抢修分队迅速前出，展开熔接

作业，通信线路很快恢复。

该部领导介绍，此次训练他们从难

从严设置多种特情，在近似实战的环境

下检验部队通信抗扰、故障排除等能力，

锤炼官兵应急保通本领。

“阵地位置暴露，立即转移至预备

阵地！”训练现场，特情再次传来。官兵

闻令而动，有条不紊展开撤收作业。转

移途中，他们隐蔽机动，灵活处置“卫星

过顶侦察”“通过染毒地带”等特情，顺

利抵达预备阵地，并与任务部队重新建

立通信链路。

该部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在模

块化编组基础上，围绕基础技能、协同作

战等内容展开专攻精练，进一步提升官

兵通信保障能力。

海军某部开展通信组网训练

从严施训锤炼应急本领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版面编辑 彭 亮 董一鸣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秘鲁首都利

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举行多场双边会见。多

国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此行同各方共

商亚太发展大计，擘画亚太合作蓝图，成

果丰硕，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开

创亚太发展新时代提出了中国方案，为

共同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注入

新动力。

推动经济一体化
夯实亚太开放合作底色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

突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全球发展

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亚太作为全球

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能

否在危机挑战中秉持合作初心、携手共

进、实现共赢，关系亚太地区乃至全球

发展的走向。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 三 十 一 次 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 时 提

出 ，坚 持 多 边 主 义 和 开 放 型 经 济 大 方

向 ，坚 定 维 护 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为 核 心

的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着 力 推 进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和 互 联 互 通 ，维 护 产 业 链 供 应

链稳定通畅。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关于构

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的重要主

张，凝聚起各方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强

大 共 识 。 这 体 现 在 此 次 会 议 通 过 的

《2024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马丘比丘

宣言》中，包括重申支持以规则为基础、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致力于加强供应链互联互通，建立安

全、强韧、可持续、包容的供应链，推进亚

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等。

新加坡新中经贸科技文教交流协会

会长吴伟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

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的重要主张，

是推动亚太合作深化、实现全球繁荣的

不二路径，也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最佳方

案，不仅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增进区域

互信，还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添更多

确定性。

韩国韩中全球协会会长禹守根表

示 ，习 近 平 主 席 就 推 动 亚 太 和 平 稳 定

发 展 提 出 中 国 方 案 ，在 国 际 上 引 发 强

烈共鸣。中国是亚太区域合作的有力

支 持 者 ，也 是 经 济 全 球 化 和 多 边 主 义

的 坚 定 捍 卫 者 ，有 力 推 动 了 亚 太 地 区

的均衡发展和持续进步。中国明确反

对 单 边 主 义 和 保 护 主 义 ，推 动 加 强 亚

太 经 济 体 互 联 互 通 ，促 进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携 手 维 护 地 区 乃 至 全 球 的 产 业

链供应链稳定。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李明江

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亚太合作理念

与主张在全球化面临挑战、单边主义和

保 护 主 义 抬 头 的 背 景 下 显 得 尤 为 重

要。贸易保护主义削弱了世界贸易组

织等多边机制效能，中国倡导多边主义

有助于凝聚亚太共识，推动全球治理更

加公平与高效。亚太地区 30 多年来在

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方面

取得的成果证明，开放合作是区域繁荣

的关键。

此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核可

了中方 2026 年亚太经合组织主办权，这

将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

主。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

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认为，2026 年中

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将是一个里程

碑。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将在推

动亚太经合组织朝着正确方向迈进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将进一步凝聚力量，有力

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培育增长新动能
提升亚太经济增长成色

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经

济 在 全 球 占 比 超 过 六 成 ，贸 易 占 比 近

半。当今世界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不利

因素，可持续发展动能不足。在此背景

下，亚太经济前景和发展成色备受关注。

多 国 人 士 表 示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的“ 打 造 绿 色 亚 太 、数 字 亚 太 的 新 招

牌 ”“ 培 育 绿 色 创 新 的 亚 太 增 长 动 能 ”

等 重 大 主 张 ，立 足 当 前 、着 眼 长 远 ，对

于 应 对 多 重 挑 战 、实 现 可 持 续 增 长 具

有重要意义。

在新西兰大洋洲数字金融交易集团

主席彭杭颖平看来，培育增长新动能的

中国主张正在成为亚太经济体的发展共

识。“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极具前瞻

性，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

力，亚太打造下一个‘黄金三十年’未来

可期。”

秘鲁可持续工业发展研究所所长赫

苏斯·萨拉萨尔认为，中国持续以实际行

动携手亚太经济体共同发展，早已有目

共睹。“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听到巨

大机遇，包括中国对发展绿色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长期承诺。”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南亚与国际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马哈茂德·哈桑·汗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旨在推动经济可

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以应对气候变化

和保护主义等全球挑战，这为亚太地区

未来发展提供了路线图。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威伦·披差翁帕迪说，中国推动亚太高科

技、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为亚太经

济发展提供重要引擎。例如，中国与东

南亚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合作，为东

南亚汽车及相关产业升级转型提供了宝

贵机遇。

坚持普惠包容
为经济全球化增添亚太亮色

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如何变

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关键在于促进平

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

全球化。（下转第三版）

共绘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光明前景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