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要 闻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４日 星期日 版面编辑/王敏 尉寅础

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期间，一个时

间被反复提及：“10 年”。

比 如 ，亚 太 经 合 组 织（APEC）北 京

会议 10 周年之际，中国再度获得 APEC

会议主办权；

比如，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过 10

年，中国与拉美地区最大国家巴西宣布

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

中巴命运共同体；

再比如，在一系列双边会见中所提

及的，中国与德国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

关系 10 周年，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

阿根廷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

一个个“10年”，连起一幅幅大国外交

的成长画面，也指向一个特殊的年份——

2014 年。正是那一年 11 月，乘新时代元

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之势，“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正式提出。

习近平主席曾对外国政要这样阐述

中国的时间观：“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

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

年为计。”

在“以百年、千年为计”的时间观里，

回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壮阔实践，看

到的不仅是迎接中国贵宾的盛情、奔赴

中国盛会的热望，听到的不仅是更响亮

的中国声音、更自信的中国方案。这壮

阔的实践里，刻印着历经百年苦难的民

族勇驭变局、迈向复兴的笃行，闪耀着数

千年绵延不绝的古老文明在人类发展新

时代的焕新。

中拉关系，以大时间观感悟大国外

交的生动样本。

6 次踏上拉美大地，到访拉美 11 国，

新时代元首外交创造了中国最高领导人

对该地区的访问新纪录。

犹记 2014 年 7 月，那一“具有世界影

响的历史事件”。收到中国倡议，拉美

10 国元首、1 位政府首脑、5 位特别代表

赶赴巴西利亚。中拉双方共同宣布成立

中拉论坛，拉开了中拉整体合作的大幕，

也实现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

制的全覆盖。太平洋不再是屏障，而是

纽带和桥梁。两片倚岸相望的大陆，从

未如此走近。

2013 年以来，52 次走出国门，足迹

遍 及 70 余 国 。 正 如 习 近 平 主 席 所 说 ，

“走四方固然辛苦，但收获是‘朋友圈’越

来越大。”

中拉关系之变，在百年时间之维上，

折射的是中华民族从背海而衰到向海而

兴的蜕变，是中国从世界舞台边缘日益

走近中央的位移。

利马以西 14 公里的卡亚俄港，1849

年首批华工从这里登陆秘鲁。那时新独

立的秘鲁开始国家建设，急需廉价劳力，

便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对岸的中国。170

多年后，利马以北 80公里的钱凯湾，中国

建设者携手秘鲁同行用短短 3 年时间建

起了南美首座智慧港。秘鲁总统博鲁阿

尔特满怀着期待：钱凯港将开启秘鲁经济

发展的新篇章，也将为拉美伙伴打开通往

亚太这一世界最有活力地区的新通道。

从积贫积弱到充满活力，拉美的“中

国印象”天翻地覆。从渡海而来的“契约

华工”到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中国技

术”“中国市场”，拉美对中国的倚重也在

发生着世纪变迁。

这样的场景百年前怎可想象：那是中

国巨轮“从钱凯到上海”的启航，是中国新

能源汽车在巴西市场的热销，是秘鲁少年

用二胡拉起的《我爱你，中国》，是巴西艺

术家用中文唱响的《我的祖国》……

还有一个场景格外意蕴深长。

二十国集团里约热内卢峰会期间举

行的双边会见上，智利总统博里奇带着

一本西班牙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来到会场，邀请习近平主席在扉页

签名留念。

吸引拉美的，不仅是中国的“硬实

力”，还有中国的“软力量”。这片经历过

“丰饶的苦难”的土地，正将中国视为发

展的榜样。

今年 6 月，上任后首次访华，五日四

地，博鲁阿尔特总统在行走中感知着日

新月异的中国。她感慨道：“谋求国家发

展是每一位领导人、每一位总统、每一个

国家的主要任务。比起伟大的中国，还

有哪个国家能是更好的榜样？”

巴西总统卢拉多次到访中国。在他

眼中，中国是一个“让人惊叹的国家”。

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

卢拉总统动情地说：“习近平主席和我是

东西半球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导

人。我们均深知民间疾苦，致力于改善

民生，摆脱贫困。巴方高度钦佩习近平

主席领导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

使 1 亿人摆脱了贫困。”

“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

样 可 以 成 功 。”15 世 纪 末 ，欧 洲 航 海 家

“发现”拉美，开启西方主导的“世界历

史”。500 多年后，中国牵手拉美，向着

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时代阔步前进。

翻看习近平主席近来的外交日程，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图景、中国在国际

舞台上的新地位愈发清晰。

从 10 月 22 日启程赴喀山出席金砖

峰会至 11 月 23 日结束拉美之行返回北

京，出席三场重要国际会议，在“主场”和

“客场”同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

洋洲的 20 多位外国领导人会面。而这

只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无数个“夙兴夜

寐”中的一个片段。

“走，到中国去！”正成为越来越强劲

的世界风尚。在喀山之行和拉美之行两

次出访之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接待了

5 位外国领导人的来访。芬兰总统斯图

布这样阐述在当下访问中国的意义：世

界风云变幻，有冲突有竞争，我们想要弄

清楚该怎样合作，而中国角色至关重要。

此次中国之行让他更加确信，中国是

一个“有战略、有耐心、有智慧”的大国：

“有句古话说，百年沧桑也不过只是历史

一页，中国具有等待变化的历史积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

延绵 5000多年的文明”，这是习近平主席

在外交场合中多次讲起的一句话。“如果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

色？”理解了中华文明在千年历史长河中

所形成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也就理解了何谓大国外

交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理解

了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抉择、中国担当。

习近平主席此次拉美之行，浸润着

浓浓的文明底色。

是追溯友好情谊的文明根基：“古老

文明的深厚积淀，赋予中秘两国智慧和

胸怀，让我们能够看清历史前进方向，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

尊互信、互学互鉴，成为不同体量、不同

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

是探寻应对时代挑战的文明智慧：从

居高者方能窥其全貌的秘鲁纳斯卡地画

讲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的中国古诗，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坚持登

高望远，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

回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些年对世

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一一作答，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到携手实现世界现代化，

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到倡导普

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从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到三大全球倡议，从真实亲诚理

念到正确义利观……与中华民族“历来

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

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的美好世界”的精神追求一脉相承，

闪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光芒。

二十国集团里约热内卢峰会期间，

在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会见的前一

天，“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

展 览 在 法 国 巴 黎 启 幕 。 这 是 今 年 5 月

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达成的文化成果。

展览序言中，习近平主席写道：“唐

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朝代，经

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包容、艺术恢弘、

民族融合。唐代的文化影响辐射亚洲，

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

盛世新天，新时代中国。

（新华社巴西利亚 11 月 23 日电

记者郝薇薇）

左上图：在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的钱

凯港，岸边智能化设备吊装集装箱。

新华社发

时间观里的大国外交
太平洋涛声阵阵，亚太大家庭共

赴“利马之约”。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

8 年再次访问秘鲁，也是第二次赴利

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今天的亚太既是活力之

源、增长之极，又因变乱交织的国际形

势而面临迷雾和阴霾。习近平主席以

坚持开放发展的中国方案回应亚太各

方和国际社会关切，为推动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指

引方向，为实现亚太和世界共同繁荣

注入强劲动力。

如何穿越逆全球化的风浪，世界再

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习近平主席连续

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指出“放眼未来，亚

太要继续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火车

头”，并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开

创亚太发展新时代提出三点主张：构建

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培育绿色创

新的亚太增长动能、树牢普惠包容的亚

太发展理念。这些主张立足中国自身

发展经验，同本次会议“赋能、包容、增

长”的主题高度契合，凸显中国推动构

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蕴含着

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创新理

念，引发国际人士广泛共鸣。“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从战略高度突出了开放创

新、国际合作、现代化及经济全球化等

的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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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说。

亚太开放合作是经济全球化重要

的 动 力 源 。 本 次 会 议 期 间 ，习 近 平

主席同多位外方领导人开展互动，在

富有成果的讨论中拉紧亚太经合组织

成员间的合作纽带，为推进普惠包容

的经济全球化汇聚亚太呼声。在亚太

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的书面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 13 次提到“经济

全球化”，深刻指出“要推动经济全球

化更多释放正面效应，进入更有活力、

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泰国

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

披差翁帕迪说，亚太的未来就是构建

亚太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理念和主张有助于凝聚亚太发展共

识，维护亚太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让亚太成为世界发展的高地”。

“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2026

年东道主，期待同各方一道深化亚太合

作，造福亚太人民。”习近平主席的这一

宣示引发各方高度关注。在经济全球

化动力和阻力胶着的当下，中国从促进

亚太合作大局出发，主动担当作为，在

亚太合作历程中镌刻下新的“中国印

记”。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30多年来，中

国不仅仅是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更

是积极的倡导者、引领者。2014 年雁

栖湖畔，从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

到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

设，各方齐心协力书写亚太发展新愿

景，在 APEC 发展历程上留下了浓重一

笔。10 载光阴记录下各方在关税、非

关税措施、服务、投资等领域取得的积

极进展，也见证了中国扎根亚太、建设

亚太、造福亚太的坚实行动。

中国是亚太区域合作的动力源和

推 进 器 ，中 国 经 济 形 势 牵 动 世 界 目

光。此访中，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

宣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成果

和意义，权威阐释中国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部

署，为充满挑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注

入正能量和稳定性。创造更加公平、

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发

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一系列

重要政策宣示，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

的底气所在，有力提振外界对中国实

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信心。各方纷纷表

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使他们对中国

发展有了全方位、深层次的认识，从中

也深刻感悟到中国持续推进开放的决

心和与世界分享机遇的胸怀。

众 行 致 远 。 面 对 动 荡 不 安 的 世

界，习近平主席再次拨云破雾，携手亚

太大家庭成员应对变局、开拓新局，让

作为全球经济主要增长引擎的亚太地

区未来更加可期。期待亚太合作枝繁

叶茂，利好地区，造福世界。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记

者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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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莫 斯 科 11 月 22 日 电

（记者黄河）俄罗斯总统普京 22 日晚表

示，俄罗斯将视其安全所受威胁程度，继

续进行新型导弹测试，包括在实战条件

下测试。

普京当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国防

部领导层和军工综合体代表时说，“榛树”

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研发的速度和取

得的成果“令人自豪和钦佩”。在当前俄

罗斯遭遇新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挑战

下，此类武器研发对俄罗斯至关重要。

普京说，“榛树”导弹不是对老式苏

制武器的现代化改造，而是全新的研究

成果，其威力特别是在大规模的集群行

动中对敌方目标的打击“可与战略武器

相媲美”。目前世界上尚没有能够拦截

该导弹的技术。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在研发全系列

中短程导弹系统。除“榛树”导弹外，目

前还有几款这类导弹将进行测试，未来

也将量产。

普京：俄将视其安全所受威胁程度继续测试新型导弹

11 月 20 日至 23 日，“中美民众对话

2024”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本次对话

以“探寻前行之路”为主题，吸引了来自

两国学术、商业、社会和文化等各界人士

参与。与会嘉宾认为，民间交流不仅是

加深两国人民理解的桥梁，更是未来中

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达巍在活动中表示，中美两国人民有许

多共同观念和共同利益，同时也存在不

少显著差异，民间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民间交流不仅能增进彼此的理解，更有

助于建立长久的信任与友谊，为两国关

系稳定发展提供支撑。

“民间交流是美中关系的基础。”美

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回顾了上

世纪 70 年代两国“乒乓外交”的传奇故

事，表示两国乒乓球队的互访不仅减少

了彼此认知的隔阂，更拉开了两国关系

正常化的序幕。今天的世界比过去更复

杂，民间互动的意义愈发重要。美中需

要共同探索新的交流方式，延续和深化

两国民间的传统友谊。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活动现场，加

深青年间的交流是中外嘉宾共同关注的

话题。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杰弗里·

雷蒙在对话中表达了对两国高等教育合

作的关心。他表示，大学生正处于世界

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跨文化交流不仅可

以开阔他们的视野，还能让他们结识来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将对他们的人

生产生深远影响。他鼓励两国青年互访

留学，期待两国克服困难，持续推进教育

交流合作。

“我希望更多美国艺术家和学者能来

中国了解这里的传统艺术。”美国北卡罗来

纳大学表演艺术中心行政艺术总监方美昂

表示，美中两国的艺术各具特色，她期待两

国青年在学习中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

让艺术成为拉近两国距离的桥梁。

此次活动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

究中心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举

办。活动期间，开展了 13 场专题对谈，

主题涵盖“旅游与生态”“人工智能”“餐

饮业”“体育”“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

活动现场，“小球转动大球”等中美友好

交往的佳话屡屡被提及。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记

者袁睿、白鑫雨）

民间交流是未来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美民众共同探讨两国民间交往之道

据新华社悉尼 11 月 23 日电 （记

者齐紫剑、梁有昶）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莉娅·辛普森日

前在澳大利亚珀斯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目前全球商务旅行已重回正轨，且

复苏速度比预期要快得多，预计中国等

国家的商旅行业业绩将持续走高。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2024 年经

济影响趋势报告》预计，2024 年全球商

务旅行市场规模将超过 2019 年水平，达

到创纪录的 1.5 万亿美元。报告显示，作

为全球第二大商务旅行市场，在中国的

商 务 旅 行 支 出 预 计 将 比 2019 年 增 长

13.1%，达到近 2110 亿美元。

辛普森说，中国国内旅游市场非常

强劲，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旅游，中

国旅客国际旅行支出约占全球旅行支出

的 15%。辛普森特别提到，中国游客有

鲜明特点，如热爱大自然、对未知充满兴

趣，在各国旅游业界受到普遍欢迎。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认为

中国推动全球商务旅行快速复苏
这是 11 月 20 日拍摄的萨尔瓦

多拉利伯塔德新码头综合楼。由中

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援建的萨

尔瓦多拉利伯塔德新码头项目 20
日投入运营。拉利伯塔德距离萨首

都圣萨尔瓦多约 30 公里，是该国最

重要的旅游区之一。据介绍，拉利

伯塔德码头是中方首个援萨成套项

目，于 2021年 6月正式开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