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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9 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
企业家座谈会

■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
《婚姻登记条例》 （均据新华社）

春和景明，山花烂漫，蜿蜒的居庸关

长城随着山峦的曲线起起伏伏。

“习爷爷，我来中国爬长城的心愿实

现啦！”迎着和煦的春光，16 岁的阿联酋

中学生艾哈迈德·穆罕默德（中文名：小

虎）举起手机自拍，把青春笑容融入灿烂

春景：“我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

2024 年春天，阿联酋“百校项目”示

范校哈姆丹学校和亚斯学校 40 名中小

学生代表分别用中文致信习近平主席，

表 达 对 中 国 文 化 的 向 往 和 热 爱 ，立 志

做 中 阿 友 好 的 使 者 。 当 时 ，小 虎 把 自

己 的 心 愿 写 进 信 里 ：“ 想 爬 长 城 ，想 看

大熊猫”。

“欢迎你们来中国看熊猫、登长城，

长大后到中国读大学，也欢迎更多的阿

联酋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同中国

的青少年交流交心、互学互鉴，把友谊的

种子根植在心里，为开创中阿关系更加

美好的明天贡献力量。”习近平主席在

复信中温暖寄语。

收到习爷爷复信时，小虎“又激动又

感动”“希望立刻去中国看看”。

4 月 5 日至 11 日，应天津外国语大

学邀请，小虎和伙伴们来到中国交流学

习。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圆

梦”之旅。

加深友谊之旅

孩子们写给习爷爷的信笺图文并

茂，其中友谊是一个关键词。“希望中阿

永远是好朋友”“虽然中国和阿联酋相隔

万里，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字里行

间表达出年青一代对两国友好的期盼。

又是一年春好时。4 月 6 日，站在长

城上，爱好中国功夫的阿联酋学生哈姆

丹·艾哈迈德特意穿上崭新的中式服装，

表演了一套中国功夫，一招一式颇有气

势。“我想在中国学习中文和更多功夫！”

哈姆丹还是乒乓球爱好者，整天球不离

手。他期待这次有机会和中国朋友一起

切磋球技。

“我希望能和友好、可爱的中国同龄

人 交 朋 友 ，一 起 唱 歌 、打 太 极 拳 、玩 自

拍。”玛丽亚·艾哈迈德对此次来中国交

流学习充满期待。她来华前就想好，要

穿上美丽飘逸的阿拉伯传统服饰，给中

国朋友留下好印象。

“老朋友，你好，我又来中国啦！我

在长城上，这里景色真美！”巴莎耶尔·奥

马尔迫不及待联系上中国好友，在视频

通话中分享美景和心情。在她身后，满

树鲜花绽放，正如两个年轻伙伴的笑靥。

14 岁的巴莎耶尔已经是中国的“老

朋友”。之前，来中国研学期间，她学练

毛笔字、中国画、中国功夫。她说，她把

那段快乐时光珍藏在手机中，一张照片

都舍不得删。她结交了两个中国好友，

隔三差五就通过微信联系。

在第一站北京，她已给阿联酋的亲友

准备了不少礼物：中华美景冰箱贴、中式

小帽子、大熊猫钥匙扣、印有长城图案的

杯子和纪念币……在北京奥运博物馆纪

念品商店，她头一次接触中国潮玩，对憨

态可掬的盲盒玩偶“龙墩墩”爱不释手。

感知中国之旅

2019 年 7 月，在习近平主席和时任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共同见

证下，中阿双方在北京签署备忘录，正

式 启 动 阿 联 酋 中 文 教 学“ 百 校 项 目 ”。

2024 年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给 孩 子 们 的 复

信中写道，“如今看到‘学中文’在阿联

酋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新 风 尚 ，培 养 了 一 批

像 你 们 这 样 的 中 阿 交 流 小 使 者 ，我 很

欣慰”。

收到复信以来，六年级学生法蒂玛·

马尔祖基一直“想着习爷爷的话”，学习

中文劲头更足。这次访华之旅为她打开

了亲身感知中国的一扇窗。她和同学们

游览北京奥运博物馆、国家体育场“鸟

巢 ”，体 验 打“ 冰 壶 ”、模 拟 玩“ 高 山 滑

雪”。孩子们大呼过瘾：“体验非常棒”

“设备和技术真的很先进”“特别有创造

性，真了不起！”

小虎做梦都想体验一把中国速度：

“听说中国高铁速度快、很方便也很安

全，我非常感兴趣。”7 日午后，孩子们的

愿望实现了：从北京南站出发，他们乘坐

高铁前往天津。

“社牛”哈姆丹·扎耶德一上车就兴

奋地用中文和邻座的中国乘客打起招

呼。看着窗外景色飞驰而过，他直呼自

己“圆梦啦”。随身携带乒乓球拍的哈姆

丹·艾哈迈德得知半小时左右就可抵达

天津，开心不已：“马上就能和中国朋友

打乒乓球啦！”哈利法·哈立德说，中国高

铁既高效又环保，“希望更多国家也能跑

起高铁”。

面向未来之旅

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校园里，海棠盛

开，绿意盎然。在此次交流学习项目的

开班仪式上，中阿两国学生代表以精彩

演出互致青春问候：中国民族乐器齐奏

《云 之 南》、中 阿 双 语 演 唱《我 们 都 一

样》、节奏明快的阿联酋传统舞蹈点燃

活动现场……

接下来，这群阿联酋青少年还将走

进天津的其他学校，沉浸式体验中文教

学，并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这次交流学习之旅，架起了连接阿

中年青一代的友谊桥梁，”阿联酋中文教

学“百校项目”执行负责人法蒂玛·艾哈

迈德·巴斯塔基投身教育近 40 年，长期

致力于在阿联酋推动中文教学。她说：

“希望这次宝贵经历能激励同学们成为

阿中文化交流的小使者，助力深化两国

间对话与合作。”

“我们要努力，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

的期望，”哈利法·哈立德说：“我的梦想

是成为阿联酋驻华大使。我要继续努力

学习中文和专业知识。”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李迎迎表示，

希望两国青少年能通过阿联酋“百校项

目”平台成为互学互鉴的好朋友、好伙

伴，“期待同学们未来能站在中阿合作

的最前沿，让梦想和友谊生生不息、跨

越山海。”

这 次 来 中 国 ，巴 莎 耶 尔 新 学 会 一

句 中 国 话 ：“ 世 上 无 难 事 ，只 要 肯 登

攀 ”。 面 对 未 来 的 新 旅 程 ，她 说 ：“ 这

句话蕴含的拼搏精神将激励我继续努

力 逐 梦 ，为 成 为 阿 中 友 谊 使 者 而 不 懈

努力。”

（新华社北京 4月 9 日电 记者王

雅晨、温新年、宋瑞）

习近平主席的小客人来华圆梦
本报北京 4月 9日电 徐瑞、记者

李姝睿报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

9 日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张晓刚首先发布 3 条消息：4 月至 8

月，第二届全军军事翻译挑战赛将在国

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4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国国防部将在国防大学

国际防务学院举办第三届驻华武官国

际安全合作研讨会，外国驻华使馆国防

武官、部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参加。应

巴基斯坦军队邀请，4 月上中旬，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分队赴巴参加“团

队精神-2025”国际比武竞赛，主要进

行夜间侦察渗透、伏击与反伏击行动、

武装泅渡等多个科目竞赛，检验提升参

赛部队作战能力，加强与各参赛国军队

交流与互信。

中国军队愿与印方
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
安宁

有记者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同印度总统互致贺电，双方一致同

意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请问中

方将如何推进两军关系发展？

张晓刚说，今年是中印建交 75 周

年，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统互致贺电，

为发展两国关系引领方向。中印同为

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

要成员，都处在各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时期，“龙象共舞”、相互成就，符合两国

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印方一道，

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深化沟通协调、增进战略互信，共同维

护好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共同推动

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维护世界与

地区和平注入正能量。

敦促有关国家不要
把亚太地区当成地缘博弈
的“狩猎场”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防长访日时

称，“武士之国”日本在“应对中国‘侵

略’中不可或缺”，赞美硫磺岛战役中日

军的“勇敢精神”，相关言论在美国内引

发质疑。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张晓刚表示，历史不容淡忘，是非

不能混淆。谁发动战争，谁搞侵略扩

张 ，谁 在 维 护 和 平 ，国 际 社 会 早 有 公

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美方有的

人搞政治作秀、以非为是，只顾着给日

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又如何告慰那些

为抗击法西斯英勇牺牲的战士们？这

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民愤，也必然遭到世

人的反对和历史的嘲讽。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散播错误

言论，不要把亚太地区当成地缘博弈的

‘狩猎场’，不要挑动集团政治和军事对

抗，损害地区人民的安全福祉。”他说。

奉劝菲方“倚外闹海”
得不偿失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防长访问菲律

宾重申落实《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承诺，

共同应对“中国威胁”，期间菲美日位南

海开展联合巡航，近日美批准向菲出售

F-16战机。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张晓刚表示，美方以所谓双边条约

为借口插手南海问题，损害中方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甚至妄图以此威胁胁迫

中方，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他说，需要指出的是，菲方一再对

中方侵权闹事，美等域外国家不断拱火

递刀，搅得南海风波不断、地区国家不

得安宁，充分暴露其搅局者和肇事方的

真实面目。“倚外闹海”得不偿失，“棋

子”终成“弃子”。我们奉劝菲方放弃不

切实际的幻想，早日回到对话协商的正

确轨道上来。

美把中国当作威胁
是严重的战略误判

有记者问，据美媒披露，美防长签

署秘密内部指导备忘录，将中国视作

“唯一步步紧逼的威胁”，将“阻止大陆

夺取台湾”和加强本土防御作为主要优

先事项。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我觉得美

方的‘对华恐惧偏执症’越来越重，把中

国当作威胁是严重的战略误判，只会带

来灾难性后果。”张晓刚说，需要强调的

是，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

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

民进党当局“以武
拒统”自取灭亡

有 记 者 问 ，据 报 道 ，台 湾 方 面 已

从美国接收首架 F-16V 战机，后续还

有 65 架 将 于 2026 年 底 前 完 成 交 付 。

有分析称，此举旨在对抗中国大陆日

益 现 代 化 的 空 军 。 请 问 发 言 人 有 何

评论？

张 晓 刚 说 ：“ 我 们 注 意 到 有 关 报

道。这又是美方背弃自身严肃政治承

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

海地区稳定的双标劣迹。”

他表示，需要强调的是，美对台售

武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态势，更阻挡不了

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民进党当

局把本应造福民众的纳税钱投入害台、

毁台的无底洞，妄图“倚美谋独”、“以武

拒统”，只会让台湾陷入兵凶战危，最终

自取灭亡。

解 放 军 练 兵 备 战
不停歇，打“独”促统不停步

有记者问，据报道，七国集团国家

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就解放军 4 月初

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发表声明称，

中方“挑衅”行为加剧两岸紧张局势，反

对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任何单方面行

动。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张晓刚表示，有关国家和组织公然

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东部战区位

台岛周边组织联合演训，以雷霆之势打

击“台独”分裂势力嚣张气焰，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恰恰是对台海和平稳

定和台湾同胞安全福祉的坚定守护。

他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怎

么解决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解放军练兵备战不停歇，打“独”促统不

停步，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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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赴缅甸

开展地震救援的中国

救援队、由中国军队

参与组派的中国国际

救援队和中国香港特

区救援队完成国际救

援任务，乘坐 4 架中

国空军运-20 飞机从

内比都抵达北京。图

为当日，中国救援队

队员抵达北京。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新华社北京 4月 9日电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 4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

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商

务部有关负责人就白皮书的发布背景、

主要内容、中方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立场

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

中方立场》白皮书发布背景和主要内容

是什么？

答：近期，美方在以芬太尼为由先

后 两 次 对 华 加 征 合 计 20%关 税 的 基 础

上 ，又 对 华 加 征 34% 的 所 谓“ 对 等 关

税”，并进一步加征 50%关税，美方还在

讨论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就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 301 调查提

出征收港口费的建议限制措施。对于

这些单边主义、霸凌主义限制措施，中

方坚决反对，已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和

法律法规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身

权益。

中方在此背景下发布《关于中美经

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旨

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系统阐释中

方对中美经贸关系相关问题的政策立

场，阐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中美双边

经贸关系的损害，展示中国坚定维护国

家利益、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

和意志。

白皮书全文 2.8 万字，由前言、正文

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正文包括六个部

分，分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

共赢”“中方认真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美方违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有关义务”“中国践行自由贸易理念，认

真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损害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中美

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解决经贸

分歧”。

问：中方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立

场是什么？

答：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自

然禀赋、人力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领

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完全可以实现互

利共赢。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

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

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美两国建交 46 年以来，双边经贸关系

迅速发展。中美贸易额从 1979 年的不

足 25 亿美元跃升至 2024 年的近 6883 亿

美 元 。 双 向 投 资 存 量 超 过 2600 亿 美

元。中美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水平

不断提高，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

祉提升作出重要贡献。中美各自取得成

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威胁。

但是，近年来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抬头，不断对华出台加征关税等经贸限

制措施，严重干扰中美正常经贸合作。

中方不得不进行正当反制。我想强调的

是，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不愿打贸易

战，但中国政府也绝不会坐视中国人民

的正当权益被损害和剥夺，如果美方执

意进一步升级经贸限制措施，中方有坚

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必将坚决反制，

并奉陪到底。

作为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的两

个大国，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出现分

歧和摩擦是正常的，关键要尊重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平等对话妥善

解决分歧。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按照两国元首通话指明的方向，本着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立即

取消单边关税措施，加强对话、管控分

歧、促进合作。中方愿与美方就两国经

贸领域重要问题进行交流，通过平等对

话磋商解决各自关切，共同推进中美经

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问：中方如何看待美国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贸易伙伴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

答：美方有关做法违背基本经济规

律和市场原则，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冲击

多边贸易体制，罔顾多边贸易谈判达成

的利益平衡结果，无视美国长期从国际

贸易中大量获利的事实。美方将关税作

为实施极限施压、谋取私利的武器，这是

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

行径。

美方打着所谓的“对等”“公平”的旗

号搞零和博弈，本质上是追求“美国第

一”“美国特殊”，是以关税手段颠覆现有

国际经贸秩序，以美国利益凌驾于国际

社会公利，以牺牲全世界各国的正当利

益为代价，服务于美国霸权利益，人为切

断原有成熟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打破

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贸易规则，严重干

扰各国经济发展，影响世界经济长期稳

定增长，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美国内

也有很大反对声音。

历史和事实证明，美方提高关税解

决不了自身问题，反而引发金融市场剧

烈波动，推高美国通胀压力，削弱美国产

业基础，加大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最终只

会自食恶果。

问：美方认为巨额贸易逆差让美国

“吃亏”，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既是美国经

济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两国

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中国

并不刻意追求顺差，事实上，中国经常账

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从 2007

年的 9.9%降至 2024 年的 2.2%。

客观认识和评价中美双边贸易是

否平衡，需要全面深入考察，不能只看

货物贸易差额。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

占有显著优势。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

最 大 逆 差 来 源 地 ，逆 差 规 模 总 体 呈 现

扩 大 趋 势 ，2023 年 为 265.7 亿 美 元 ，占

美 国 服 务 贸 易 顺 差 总 额 的 9.5%左 右 。

综 合 考 虑 货 物 贸 易 、服 务 贸 易 和 本 国

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

额 三 项 因 素 ，中 美 双 方 经 贸 往 来 获 益

大致平衡。

近年来，美国对华逆差在总体贸易

逆 差 中 占 比 下 降 、对 全 球 逆 差 规 模 攀

升。事实证明，对华加征关税非但不能

缩小美总体贸易逆差，反而导致美国进

口成本上升，进一步扩大逆差。

积 极 扩 大 进 口 ，是 中 国 推 进 高 水

平 开 放 的 重 要 内 容 。 自 2018 年 11 月

起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 会 每 年 均 在 上

海 举 办 ，参 展 国 家 和 意 向 成 交 金 额 逐

年 增 长 ，累 计 意 向 成 交 金 额 超 5000 亿

美 元 。 2024 年 ，中 国 进 口 总 额 为 18.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进口规

模 创 历 史 新 高 ，连 续 16 年 稳 居 全 球 第

二大进口市场。中国将继续挖掘进口

潜 力 ，把 中 国 超 大 规 模 市 场 打 造 成 为

世 界 共 享 大 市 场 ，为 全 球 经 济 发 展 注

入新动能。

问：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如何遵

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践行自由贸易理念？

答：2001 年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以

来，中国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全面履

行加入承诺，遵守和执行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大幅开放市场，为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有效性权威性作出积极贡献。

首 先 ，完 善 基 于 规 则 的 市 场 经 济

法 律 法 规 ，将 合 规 评 估 作 为 贸 易 政 策

出 台 前 的 必 要 前 置 环 节 ，切 实 提 升 贸

易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构 建 符 合 多 边 贸 易 规 则 的 法 律 体 系 。

第 二 ，切 实 履 行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降

税 承 诺 ，多 次 大 幅 自 主 降 低 进 口 关 税

税 率 。 截 至 2010 年 ，中 国 货 物 降 税 承

诺 全 部 履 行 完 毕 ，关 税 总 体 水 平 从

2001 年的 15.3%降低到 9.8%，接近发达

成 员 的 平 均 约 束 税 率 9.4%。 第 三 ，严

格 遵 守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各 项 补 贴 纪 律 ，

及 时 向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提 交 补 贴 通 报 。

2023 年 6 月，中国提交 2021－2022 年补

贴政策通报，涉及中央 69 项和地方 385

项 补 贴 政 策 ，实 现 省 级 行 政 区 域 全 覆

盖 。 最 后 ，通 过 与 国 际 规 则 接 轨 的 系

统 性 改 革 持 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为 全 球

企业提供了更加透明、公平、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

就《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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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们在学习中注重突出

“关键少数”，坚持领导干部先学一步、

深学一层，带头精学细研、主动改进学

风，切实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要带头

‘四下基层’，坚决纠治干扰主责主业的

作风问题”“要紧盯细微之处改进工作

作风，以良好形象取信于兵”……记者

翻看该师几名党委委员的学习笔记，其

中不少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体会给人

启迪。

“理论学习要取得实效，关键要进

入实践、推动工作。”采访中，该师一名

领导告诉记者，他们把作风建设作为一

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抓紧抓实，从一开

始就把学和做结合起来，坚持边学边查

边 改 ，要 求 党 员 干 部 结 合 自 身 职 责 使

命，对标对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

十 项 规 定 及 其 实 施 细 则 精 神 ，剖 析 不

足、认真整改，把检视整改作为检验学

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确保学习教育

有序有效开展。

“总结这些年转作风的经验，很重要

的一条是密切联系官兵，自觉接受官兵

监督，从大家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这

名领导提及的经验，源自该师党委一班

人分头深入基层开展的一次调研。

重安排部署、轻统筹协调，重发号

施令、轻沟通交流……认真分析调研中

了解到的导致机关基层关系疏离的具

体原因，该师党委一班人更加深刻认识

到，领导机关是作风建设的风向标，只

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用心用情知兵

情、解兵难，才能密切党群关系、凝聚兵

心士气。

为切实解决官兵反映的机关作风

建 设 方 面 存 在 的 问 题 ，他 们 从 建 立 健

全机制着手，紧贴基层战训实际，充分

发 挥 机 关 统 筹 协 调 作 用 ，全 面 梳 理 机

关基层权责清单，做到还权基层、权责

一 致 ，持 续 为 基 层 减 负 松 绑 。 他 们 还

通过畅通机关服务基层渠道、修订《为

兵服务保障指南》等举措，引导机关干

部强化服务意识、聚力解难帮困，有效

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深 学 笃 行 改 作 风 ，以 上 率 下 求 实

效。连日来，该师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领导机关带

头找问题、挖根源，以自身作风转变影响

带动官兵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推动部队

各项建设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