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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24日电 为全面准

确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重

要论述，深入推进依法治军战略贯彻落

实，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法委员会组

织编印《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

摘编》（以下简称《摘编》），日前正式印发

全军。

《摘编》内容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的讲话、报告

等 重 要 文 稿 ，分 10 个 专 题 集 中 反 映

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论断。

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对学习使

用《摘编》作出部署，要求各级按照学懂

弄 通 做 实 的 要 求 ，把 学 习 习 近 平 同 志

关 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放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体系中深化理解，全面把握依法治军战

略，吃透基本精神、领悟核心要义、明确实

践要求，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要把学习《摘编》纳入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作为干部理论培训轮

训的重要内容，与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

专题学习、聚焦“铁心向党铸忠诚、同心

奋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等结合

起来，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引

领作用，特别是高层党委、高级干部要带

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对部队的教育

引导，发动官兵共同建设法治、厉行法治、

维护法治，推动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

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

的良好局面。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

的优良学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在

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上见到实实在

在的成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

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

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
重要论述摘编》印发全军

初 夏 的 利 马 ，一 树 树 黄 钟 花 簇 拥 绽

放。太平洋的海风轻拂着“花园之都”，捎

来友谊与合作的讯息。

“希望您拨冗出席 2024 年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再次进行

国事访问。”一年前，美国旧金山，秘鲁接

棒亚太经合组织 2024 年东道主，博鲁阿尔

特 总 统 第 一 时 间 向 习 近 平 主 席 发 出 诚 挚

邀请。

邀约穿越四季，情谊跨越山海。当地

时间 11 月 14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

机抵达利马卡亚俄空军基地。在机场迎接

的 秘 鲁 部 长 会 议 主 席 阿 德 里 安 森 紧 握

习近平主席的手：“谢谢习主席！您的到来

令我们欢欣鼓舞。”

东方大国的外交足迹，彰显着开拓与

进取、格局与担当，映照着其与日俱增的国

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2013 年 以 来 第 六 次 赴 拉 美“ 走 亲 访

友”，时隔 8 年再次到访太平洋对岸的“邻

居”。一切是熟悉的，一切又是焕新的——

从太平洋海岸到安第斯山谷再到亚马

孙河畔，古老斑斓的土地上，“中国情”更加

浓烈，“中国热”愈发澎湃。

潮起东方，气象万千。从中秘关系到

中拉合作，从亚太经济到全球治理，动荡变

革的世界里，中国机遇之于全球发展的推

动力更加强劲，中国方案之于人类进步事

业的引领力更加凸显。

（一）10 年·大外交：
从利马出发，中秘友好之船
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时间有着怎样的力量？在 10 年的刻度

上，它可以改变什么，又可以创造什么？

10 年前，元首外交引领中拉命运共同

体的大船正式启航；10 年来，中拉合作走上

提质升级的快车道，中拉关系迈入平等、互

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10 年前，心怀民族复兴、世界大同梦想

的东方大国，高高举起新时代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的旗帜；10 年来，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让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世界

前所未有地瞩目中国。

朝阳从海平面升起，光芒一缕缕掠过

岸边绿茵，洒落在利马街区的报刊亭上。

14 日出版的《秘鲁人报》以两个版面刊登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一份份摆放在最

醒目的位置。

“ 这 里 的 人 民 亲 切 地 称 呼 中 国 人 为

‘老乡’”“中外考古学界认为，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实际上是

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很多人告诉

我，中秘两国人民看到对方就‘望之可亲’，看到对方的文物

就感到‘似曾相识’”……一句句亲切的话语，唤起一段段鲜

活的记忆，中秘友好的历史之缘、文明之韵扑面而来。

有血脉相融的情谊，更有敢为人先的勇气；有文明薪火的

传承，更有与时俱进的开拓。

2013 年 北 半 球 早 春 ，新 时 代 中 国 外 交 迎 来 一 波“ 访 华

潮”。中秘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秘鲁，最早同

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之一，自此又多了

一个身份：最早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拉美国家之一。

2016 年 南 半 球 初 夏 ，习 近 平 主 席

对 秘 鲁 进 行 首 次 国 事 访 问 ，开 启 中 秘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更 好 更 快 发 展 的 新 阶

段。八年春华秋实，结出硕果累累：双边

贸易额增长 1.6 倍，中国企业对秘鲁投资

存 量 翻 了 一 番 ，为 两 国 人 民 带 来 了 实 实

在在的利益。

一 路 引 领 ，一 路 前 行 。 习 近 平 主 席

深刻阐述中秘关系的“成功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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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利马时间”，新的历史起点。

利 马 卡 亚 俄 空 军 基 地——“习 主 席 ，

欢迎您！”身穿民族服装的秘鲁少年向远道

而来的中国贵宾献上火红的玫瑰。“中秘友

谊万岁！”“祝习近平主席访问秘鲁取得圆

满成功！”从机场到驻地，美好的祝福跃动

在红色的横幅上，荡漾在热情的笑容里。

利马市中心武器广场，棕榈婆娑，喷泉

欢涌，72 匹骏马昂首阔步，护卫习近平主席

车队前行。礼炮震彻云霄，山鹰展翅飞翔，

在“南美洲解放者”圣马丁将军宣布秘鲁独

立的地方，激昂的军乐久久回响。总统府

前广场，沿着长长的红毯，两国元首并肩而

行，向持戟站立的礼兵挥手致意。

人们瞩目着中秘元首的频密互动——

从今年 6 月博鲁阿尔特总统上任后首

次中国之旅，到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秘，不到

5 个月时间，两国元首实现年度互访。

11月 14日下午，秘鲁总统府图帕克·阿

马鲁厅，中秘国旗交相辉映。习近平主席

同博鲁阿尔特总统再次面对面坐在了一

起，举行会谈。

“尊敬的主席先生，这一时刻充分彰显

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合作，体现了

双方面向未来、构建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命

运共同体的坚定意愿。”博鲁阿尔特总统的

开场白热情洋溢。

从对接发展战略到打造务实合作新格

局，从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到担起文明

互鉴时代责任，习近平主席登高望远，指明

中秘携手前行的方向。

“加强贸易和投资‘双轮驱动’，推动传

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翼齐飞’，促进产业

链和供应链‘两链融通’”，这幅中秘合作的新图景令在场的秘

鲁官员格外振奋。

人们赞叹着中秘合作跑出的“加速度”——

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2019 年，中秘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秘鲁成为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

路”的拉美国家之一。此次访问，双方进一步签署了共建“一

带一路”的合作规划，中国倡议在秘鲁不断生根开花。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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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1 月 21 日清晨，当习近平

主席乘坐的专机迎着朝霞，自巴西首都

巴西利亚腾空而起，2024 年时间最长、

路途最远的一次大国外交行动，写入了

历史。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这是“中拉时间”新的开始。习近平

主席对秘鲁、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同拉美

国家领导人密集互动，中拉关系驶向了

更广阔海域。

这是中国同世界关系历史性变迁的

又一个新坐标。亚太经合组织（APEC）

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

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两个

全 球 瞩 目 的 多 边 舞 台 上 ，习 近 平 主 席

发表的重要讲话，描绘了公正世界新愿

景，也讲述了中国的立场与行动。

14 日至 16 日，秘鲁利马；17 日至 21

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

这些时光、这些城市，留驻在中国外

交的印记里。而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的抉择与作为，也引领着世界的前

行。世界在新的外交故事中，倾听中国、

读懂中国：

那里有“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

祉为念”的大国情怀；

那里有“为推进世界共同繁荣、开创

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合力”的大

国担当。

中国故事的世界回响

当地时间18日上午
里约热内卢峰会第一阶段会议

攸关世界格局走向也映射世界格局

变迁的 G20 峰会，再一次来到拉美。

里约热内卢，汇聚了代表着全球 2/3

人口、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85%和全球

贸 易 额 的 80%的 世 界 重 要 经 济 体 领 导

人，汇聚了万千聚光灯。

峰会会址位于一座融汇了历史与文

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一早，人们纷至

沓来，有 G20 成员领导人，有国际和地区

组织负责人，还有些来自主办方邀请的

嘉宾国。

习近平主席几乎是压轴出场。红旗

车驶过瓜纳巴拉湾的滨海大道，驶过挥

舞中巴两国国旗的欢迎人群。抵达会场

时，主持峰会的卢拉总统热情上前迎接，

相识已久的两位领导人亲切拥抱。

背景板上，峰会主题格外醒目：“构

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

公正、可持续，在变乱交织的时代，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世界，

弥足珍贵。一方面，“全球南方”渴望更

多、更公平的发展机会，这成为国际上日

渐洪亮、不容忽视的声音；另一方面，旧

的格局尚未打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

义依然在力图阻隔世界。

在“全球南方”所共同面临的发展挑

战里，饥饿与贫困问题排在前头。G20

轮值主席国巴西也是从这一角度着眼，

作出不同于过去峰会的日程安排：“抗击

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启动仪式暨第一

阶段会议。

习近平主席第五个发言。

“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都致力

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

公正世界。”

2016 年，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

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留

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8 年间纵有疾

风骤雨，中国坚定不移发展自己，锲而不

舍引领“全球南方”发展。

中国的脱贫故事，正是全球发展故

事中最壮美的篇章之一。当习近平主席

讲到“中国已经实现 8 亿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提前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我先后在中国的

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工作的

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

件大事”时，很多与会者感佩不已。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不仅仅是脱

贫经验的累积、脱贫方式的拓新，更让渴

望摆脱贫困的“全球南方”，从中国故事

中收获信心和希望。

习近平主席娓娓道来：“中国脱贫历

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

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

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

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

大国之大，在于大格局、大担当、大

情怀。

“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

实全球发展倡议”“支持非洲发展”“支持

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科

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支持

二十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

合作”“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

划’”“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

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习近平

主 席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

动，被称为近年来中方面向“全球南方”、

面向全球发展合作所提政策举措的一次

体系式整合。

“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

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

代化。”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可 靠 的 长 期 合 作 伙 伴 ，

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

干家。”

习近平主席话音落时，会场爆发出

持久的掌声。“一次历史性的讲话。”有与

会者这样感叹。多位外国政要向中国代

表团提出，可否分享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稿。还有国际组织第一时间围绕实施

“八项行动”同中方展开对接。

会场外，合影处。东道主打破排序

惯 例 ，将 习 近 平 主 席 请 到 合 影 中 间 区

域。背景里是里约热内卢的碧海蓝天，

又一个历史瞬间被定格。

（下转第三版）

站 在 历 史 正 确 的 一 边
—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应 巴 西 总 统 卢 拉 邀 请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日前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两国

元首在巴西利亚总统官邸黎明宫举行会

谈，进行了深入友好的战略沟通，就中巴

关系未来发展达成新的战略共识。巴西

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推动双边

关系定位提升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在两

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也为全

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书写了

“黄金搭档”相互成就更精彩的篇章。

“两国关系进入历史
最好时期”

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卢拉总统共

同宣布，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

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

共同体。巴西各界人士认为，这是此次两

国元首达成的重要战略共识，意味着巴中

关系实现新的飞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拉美国家双边层面开始落地生根。

“习近平主席同卢拉总统宣布双边

关系定位升级为命运共同体，这表明两

国在体制不同、国情不同的情况下，依然

可以守望相助、共同发展，对全球南方国

家具有示范作用。”巴西国会巴中议员阵

线 主 席 福 斯 托·皮 纳 托 说 ，“ 我 认 为

习近平主席此访对加强两国战略合作意

义重大，对巴西影响十分积极。”

“巴西和中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利益

交汇点。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命运共同

体 ，可 以 说 两 国 关 系 进 入 历 史 最 好 时

期。”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

授马科斯·皮雷斯说，在当前国际形势

下，巴中关系“战略性、互利性、全面性日

益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之间关系发展典范”。

“巴中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两国团结

互助，携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力量。”巴西劳工党联邦众议员卡洛斯·

韦拉斯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我们十分赞赏中国为推动构建更加

和平、普惠与繁荣的世界所作的努力。”

多位巴西人士注意到，这是习近平

主席第五次访问巴西。两国元首共同为

巴中关系发展作出战略引领，并建立了

深厚的个人友谊。“正如去年卢拉总统访

华时中方给予高级别礼遇，本次习近平

主席到访，卢拉总统也举行盛大欢迎仪

式，除总统卫队、龙骑兵外，还安排巴中

两国儿童组成欢迎队伍、巴西女高音歌

唱家用中文演唱《我的祖国》等活动。”巴

西总统府机构关系秘书处部长亚历山

大·帕迪利亚说，“这不仅显示了两国领

导人之间的友谊，也是两个大国之间相

互信任、相互尊重的体现。”

（下转第二版）

书写“黄金搭档”相互成就更精彩的篇章
—巴西各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近日，陆军某旅坦克分队开展机动训练。 赵根沅摄

牢牢把握、始终坚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
（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