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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越应稳步向
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日前在接受中国
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将在更高水平上不断前进。

张汉晖说，中俄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就双
边合作和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这是两国关
系发展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习近平主席同普京
总统就推动中俄关系提质升级、维护地区安全
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一系列重
要战略共识。十年来，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
双边合作取得新成果，战略协作达到新水平。

张汉晖介绍，面对新冠疫情延宕、国际形
势复杂演变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等多重考验，
中俄经贸合作逆势前行。2022 年，中俄货物贸
易实现了1902.7亿美元的历史突破。能源贸易在
双边贸易中的“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对
俄出口机电产品、汽车及零部件等均取得较大幅
度增长。本币结算比重持续增长，俄银行广泛开
展人民币业务。中俄地方合作不断深化，有关地
方机构和企业积极参加进博会、广交会、东方
经济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等，深入对
接合作需求，充分释放合作潜力。黑河公路

桥、同江铁路桥等界河桥相继通车，跨境物流
运输通道进一步拓宽。中方优化调整防疫措施
以来，两国口岸通关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模式，
有力保障了双方人员和货物往来畅通。

“今年前两个月中俄贸易增长势头依然迅猛，
双边贸易额达336.9亿美元，同比增长25.9%，成功
实现‘开门红’。”张汉晖认为，这再次表明中俄经
贸合作的基本盘依然稳固。中俄作为两大邻国，政
治互信强，经济互补性高，合作潜力足，越来越多
俄方企业对开展对华合作展现出强烈意愿。“我们
相信，2023年中俄贸易必将再创新高，力争年内实
现两国元首确立的2000亿美元贸易目标。”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张汉晖指出，在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人文合作始终发挥重要作用。2022 年，中
俄两国元首实现了“冬奥之约”，习近平主席和
普京总统在北京冬奥会时宣布启动 2022—2023
年中俄体育交流年，同时也发出了反对体育政
治化的呼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张汉晖介绍，在中俄体育交流年框架下，
两国体育界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中国国家冰
球队、手球队、单板滑雪等运动队来俄参加训
练，一批高水平的俄籍教练赴华任教，第三届

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在中国
长春成功举办。在文化领域，
驻俄使馆举办的中国大使杯围
棋赛、“欢乐春节——中国文
化庙会”等活动广受好评，俄
方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文化

节”也获得中国民众广泛关注。
“今年年初，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

整，中俄两国各项人文交流活动蓄势待发。”张
汉晖表示，根据中俄两国文化部门签署的协
议，今年将在俄罗斯举办“中国文化节”，中国
文化和旅游部将在俄举办展览，派演出团体来
俄交流等。此外，今年在中俄体育交流年框架
内还将举办一系列内容丰富的体育交流活动。

2023 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张汉晖指出，俄罗
斯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的重要伙
伴，中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国合作
的内生动力和特殊价值不断显现。

“十年来，历经国际风云考验，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成熟坚韧。”他认
为，中俄成功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邻里
友好的相处之道，两国关系从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第三方干扰，更不接受第三方的胁迫。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对新时代中俄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将为中俄
关系注入强大的推动力，推动两国关系在高水
平上持续向前发展。”

（新华社莫斯科3月17日电 记者赵冰）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 中俄关系越应稳步向前”
——访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

中国代表七十多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做共同发言

就落实《世界人权宣言》提出明确主张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0日至22
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
各界对此充满期待，认为习近平主席
此访对俄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俄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弘扬传
统友好，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
合作，加强交流互鉴，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推动俄中关系在高
水平运行中实现新发展”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和亲自
推动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两国政治互信、战略协作、务实合
作都达到了新高度，成为大国、邻
国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典范。

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俄罗斯
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谢尔盖·萨
纳科耶夫表示，近年来，普京总
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双多边场合保持
频繁互动，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发
挥了重要引领作用。“相信习近平
主席此访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前
进方向，进一步推动双方加强发展
战略对接，密切各领域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繁荣。”

“当前，俄中关系始终保持生
机活力，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我
们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专家
理事会俄方主席尤里·塔夫罗夫斯
基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体现了对
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双方将
持续巩固政治互信，不断挖掘合作
潜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把新时
代俄中关系不断推向前进。”

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表
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是俄中双
边关系上的一件大事，俄方对此充

满期待。相信此访将为俄中关系实
现更大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全球
性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
俄中双方更加感受到两国睦邻友
好、互利共赢的重要性。”俄罗斯
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列昂尼德·楚
卡诺夫表示，俄中友好有着良好传
统，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开创俄
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俄中关系
将行稳致远、焕发新活力。

“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推动俄
中关系在高水平运行中实现新发
展，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继续走深走
实。”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
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和预测中心主任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表示，俄中
双方在政治上彼此信任，经济上互
利合作，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双
方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邻里
友好的相处之道，树立了新型国际
关系的典范。

“务实合作强韧有
力、深入人心”

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中
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
加成熟坚韧，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
进一步显现。

“俄中之间保持高水平、强有
力的合作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共同
利益，也将为两国和世界人民带来
更多福祉。”俄罗斯财政部财政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谢尔盖·萨文斯基
表示，“近年来，随着俄中关系不
断深入，双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一系列重要
成果，务实合作强韧有力、深入人
心。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双方
务实合作开辟更广阔空间，推动两
国实现更大互利共赢。”

“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上升，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各种挑
战，俄中经贸合作展现出强大韧
劲和巨大潜力。”楚卡诺夫表示，
中国连续多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双方在共建“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重要项目稳步推进。

“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进一步提升
两国合作的质量和水平，为双方实
现互利共赢带来更多新机遇。”

“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推动两国
务实合作更加稳健，合作内涵更加
丰富。”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
盟主席维塔利·曼克维奇表示，“中
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
国共享广阔市场机遇。俄罗斯企业
看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光明前
景，希望与中方伙伴开展更多合
作，深耕中国市场，更好实现共同
发展。”

维诺格拉多夫表示，俄中两国
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协
作，坚持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
伙伴，“未来，俄中关系前景会更
加广阔，将继续为维护两国各自核
心利益提供坚强保障，为两国实现
各自发展和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加强文化交流具有牢
固基础和巨大潜力”

近年来，中俄人文交流日益密
切，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双方友好的社会民
意基础更加稳固，为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如今，‘汉语热’在俄罗斯已
成为常态，汉语成为最受欢迎的外
语之一。”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
子学院俄方院长塔拉斯·伊甫琴科
表示，该院是莫斯科第一所孔子学

院，极大促进了俄中文化往来。
“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促进双方开
展更加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不断
夯实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
民意基础。”

“俄中在文化、教育、体育、科
技、传媒等领域不断扩大合作，两国
人民日益相知、相识、相近，友谊已
深深植根于两国民众心中。”俄罗斯
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中国
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娜·东琴科
表示，俄中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亮
点纷呈。“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进一步
拉紧两国感情和文化的纽带。期待
双方发掘更多交流合作契机，推动
两国文化传播、深化传统友谊。”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
倡议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意义
重大。俄中两国都致力于推动文明
对话，倡导包容互鉴，双方加强文
化 交 流 具 有 牢 固 基 础 和 巨 大 潜
力。”萨纳科耶夫表示，俄中人文
交流蓬勃开展，民间交往日益密
切，体育交流年活动正在如火如荼
开展，“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有力促
进俄中文化交融、民心相通。两国
将努力培育更多致力于俄中友好事
业的友谊使者，为两国关系持续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俄罗斯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国
际合作部部长布拉特·努尔穆哈诺
夫表示，俄中两国文化交流成果日
益丰硕，极大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
往来。中国市场对俄发展旅游业十
分重要，俄方正积极采取措施吸引
更多中国游客到来。习近平主席此
次访问将进一步丰富双边文化交
流，拉近两国人民间的距离，深化
相互了解和友谊。

（本报莫斯科3月17日电 记
者于宏建、肖新新、隋鑫、荣翌、
曲颂、谢亚宏）

深化友好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
——俄罗斯各界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访问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
邀请，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卢拉将于3月26日至3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巴 西 总 统 卢 拉 将 访 华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中国对俄汽车和零配

件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汽车品牌在俄
销量持续攀升。到去年年底，俄罗
斯的中国品牌汽车经销商数量已达
1041家。

俄罗斯商品同样深受中国消费者
喜爱，来自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
面粉、酒水装进了中国百姓的菜篮
子、零食箱。俄罗斯出口中心近日宣
布，将增加线上市场的俄罗斯网店数
量，方便中国消费者购买高品质的俄
罗斯商品。

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
同时，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中俄
友好社会民意基础愈加稳固。两国元
首亲自推动，延续互办国家主题年的
友好传统，继“青年友好交流年”“媒
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
新年”后，将 2022 年和 2023 年确定为

“体育交流年”。在此框架内，第二届
莫斯科“孔子杯”中国体育与文化艺术
项目大赛、中俄体育嘉年华、第三届
中俄冬青会等一系列活动陆续举行，
两国民众感受体育激情，续写中俄友
谊新篇。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
夫罗夫斯基说，在两国元首的引领
下，俄中两国在过去十年积极合作，
相信未来两国领导人将为双边合作开
辟更多新领域。

发出公平正义强音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
主席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俄罗斯。在莫
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习近平
主席首次面向世界提出推动“建立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十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多次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
多边机制重要文件，反映各国人民的
共同心声，凝聚国际社会的广泛共
识，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
向的鲜明旗帜。2013年现场聆听习近平
主席演讲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说，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年来，其现实
意义越发凸显。

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
字路口。是重拾冷战思维，挑动分裂
对立、集团对抗，还是从人类共同福
祉出发，践行平等互尊、合作共赢，
这两种取向考验大国政治家的智慧，

也考验全人类的理性。事实反复证
明，围堵打压不得人心，制裁干涉注
定失败。

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习近平
主席作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重大判断，普京总统则在瓦
尔代论坛上指出“人类正处于大变革
时代”。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越
应稳步向前。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
国，中俄发挥理念引领和战略规划等
各自优势，不断推动多边合作，组织
涵盖的领域从初始的安全，逐步拓宽
到政治、经济和人文等领域，成为完
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和地区发展、
维护成员国安全稳定不可或缺的建设
性力量。

中俄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携手
建 立 金 砖 机 制 。 在 这 一 机 制 框 架
下，中俄等国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
理的改革进程，在一系列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共同发声，有力提升
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民
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
思潮抬头的今天，以金砖国家为代表
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
新“引擎”。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性
和地区性组织的重要成员，中俄发
挥大国引领作用，为世界多极化和
国际关系民主化增添动力，为全球
战略平衡与稳定提供保障。在朝鲜
半岛、阿富汗局势、伊朗核问题等
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中俄两国立场一
致，协作密切。

眼下，乌克兰危机仍是全球关注
的焦点。危机升级逾一年，中国秉持
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推动
国际社会形成合力，为和平解决乌克
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今年 2 月，
中国发布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的中国立场》 文件，为解决危机提出
全面、综合、可行的方案，得到包括
当事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同
月中国发布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
件》，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提供了更
系统的思路、更可行的举措。

十年同行，行而不辍。中国将继
续同俄罗斯一道，顺应时代潮流，以
团结对冲分裂，以合作取代对抗，为
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记者
韩墨、赵嫣、朱瑞卿、张远）

新华社日内瓦3月17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
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17日在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上代表七十多
个国家就《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
年作共同发言，就落实该宣言提出明
确主张。

共同发言指出，《世界人权宣言》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对世界人
权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75 年
来，国际社会为实现 《世界人权宣
言》 树立的崇高目标不断探索前行，
取得了重要成绩，同时也面临复杂严
峻的挑战。《世界人权宣言》 通过 75
周年纪念活动为重振该宣言精神提供
了重要契机。

为进一步落实 《世界人权宣言》，
共同发言明确提出：第一，要全面推
进。经社文权利、发展权与公民政治
权利相辅相成，同等重要，应予以同

等重视、平衡推进，促进和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第二，要结果导向。要以
人民为中心落实发展权，共同推动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更好实
现疫后复苏；关注新兴科技对人权的
影响，保障弱势群体权利，打击一切
形式的歧视，取消单边强制措施，消
除不平等；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在支持
发展中国家促进和保护人权中发挥积
极作用。第三，要相互尊重。人权实
践是多样的。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
化、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
在差异，必须坚持人权普遍性与各国
实际相结合，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
权发展道路。第四，要对话合作。面
对人权领域对抗性和极化加剧，各方
应借此机会凝聚共识，积累互信，摒
弃对抗分裂，避免将人权政治化、工
具化，共同推进全球人权保护事业，
为《世界人权宣言》注入新动力。

新华社哈瓦那3月16日电（记者
林朝晖） 由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和古巴
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纯
色·中国瓷器展”16 日在位于哈瓦那
贝达多区的古巴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
拉开帷幕。

古巴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位于一
座建于 1927 年的宫殿内，藏品超过 3
万件。此次展出的48件纯色瓷器精品
选自该馆1400余件馆藏中国瓷器，包
括花瓶、饮食器皿、笔筒等多个品
类，主要为中国宋、明、清代景德
镇、德化、龙泉等地佳品，展览将持
续至4月下旬。

中国驻古巴大使马辉、装饰艺术
博物馆馆长尤万尼、古巴国家文化遗
产委员会主席比尔亨，以及多国驻古
使节、在古华人艺术家等 120 余人出

席开幕式。
马辉在开幕式上说，瓷器是中国

呈现给世界的精美名片，唐三彩、宋
瓷、元青花、清代釉彩大瓶等瓷器
品类闻名世界。此次展览有助于促
进中古人文交流、文化相融、民心
相通。

曾在中国景德镇陶瓷大学留学的
尤万尼表示，自中国瓷器诞生以来，
纯色一直是几大瓷器产地的重要标志
之一。此次展览旨在展示中国瓷器的
独特性和丰富性，使古巴民众近距离
感受和了解中国文化。

比尔亨表示，古中传统友谊源远
流长。自 176 年前华人抵古以来，中
国文化对古巴产生深远影响。期待此
次中国瓷器展进一步密切两国人民的
了解和友谊。

“纯色·中国瓷器展”在哈瓦那揭幕
展出48件纯色瓷器精品近日，江西省

丰城市铁路镇陂上
村的桃花谷迎来了
一 年 中 最 佳 赏 花
期，530 余亩桃花
竞相开放，粉红浅
红，缤纷烂漫，一
派 春 意 盎 然 的 景
象。图为游客在桃
花谷中赏花游玩。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