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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惠灵顿6月14日电（记者王迪） 当地时间 6 月
14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奥克兰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
共同出席中国—新西兰教育发展论坛闭幕式并致辞。约
160多名大学校长、教育机构代表等两国教育界人士出席。

李强表示，长期以来，教育合作都是中新关系的一项
重要内容，合作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在人才培养、联合
科研、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成效显著。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教育在改
革、创新方面面临更高要求。中新教育界应
当更加紧密合作。

李强指出，中新高校在推动两国教育
交流合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大
家聚焦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推
进在前沿重点领域的高水平联合科研和高
层次人才培养，为两国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科
技和人才支撑。聚焦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
战，在气候变化、绿色能源、卫生健康等领域
加强协同攻关，为中新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作出更多积极贡献。聚焦两国人民对教育
的实际需求，开展更多惠及广大师生的务
实合作项目，通过友好交流、真诚交往增进
互学互鉴、促进民心相通。未来 5年，中方将
向新西兰提供 100 人次国际中文教师奖学
金名额、1000 人次“汉语桥”来华夏令营名
额和 5000 册中文读本。中方欢迎更多新西
兰年轻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支
持更多中国年轻人到新西兰留学访学，不
断增进两国年轻一代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拉克森表示，新中开展长期教育合作是双边合作的重
点，有利于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两国人民都从中受益。新方
将继续支持两国深化教育合作。

闭幕式上，李强向新西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学生代
表赠送中文书籍，拉克森向总理亚洲奖学金、“三兄弟合作
项目”基金获得者颁发获奖证书。

吴政隆参加上述活动。

李强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共同出席中新教育发展论坛

本报惠灵顿6月14日电（记者王迪） 当地时间 6 月
14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奥克兰同新西兰工商界代
表座谈。奥克兰商会、新中贸易协会、新西兰航空公司
等约20家新西兰商会和企业负责人出席。

李强在听取新工商界代表发言后表示，当前世界百年
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国际经贸合作面
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对企业来说，谁能率先在变化
的形势中把握胜势、在偶发的际遇中抓住机遇，谁就能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中新经贸合作要继续保持

“领跑”态势，两国企业家要继续弘扬“争先”精神，在顺势

中求胜势，在开放中抓机遇，在创新中促
领先，努力做大蛋糕、实现共赢。

李强指出，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结构等方面的提
质升级将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一是
消费升级将释放新的市场需求，对诸如新
西兰乳制品、牛羊肉、保健品等高品质商
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二是产业升级将开
辟新的合作领域，新能源、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将涌现更多商机。三是
贸易升级将带来新的增长空间，服务贸
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潜力将加快释放。期
待新西兰企业家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展
现更大作为。中国开放的大门将始终向新
西兰等各国企业敞开，我们将进一步扩大
市场准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兴业
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李强表示，希望更多新西兰企业家朋友成为新时代
中新经贸领域的“路易·艾黎”，为增进中新相互理解发挥
更大作用，更好助力两国关系稳健发展，为中新人民带
来更多福祉。

与会新西兰工商界代表表示，新中两国经贸往来密
切，合作成果丰硕。中国的发展为新西兰企业提供了广
阔市场和巨大机遇。新西兰工商界支持新中关系发展，
愿同中国深化合作，为中国人民提供高品质商品和服
务，实现互利共赢。

吴政隆出席座谈会。

本报惠灵顿6月14日电（记者王迪） 当地时间6月
14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奥克兰博物馆同新西兰总理
拉克森共同出席新西兰各界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致辞。新
各界人士代表约300人出席。

李强抵达奥克兰博物馆时，新方举行了毛利特色的
欢迎仪式，当地华人华侨举行舞狮活动迎接李强总理。

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新建交52年来，两国关系长
期“领跑”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特别是习近平主席访问
新西兰和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的这10年，两
国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各领域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广
度和深度，不仅实实在在造福了两国人民，也有力促进
了地区和世界的繁荣稳定。这些丰硕成果很大程度得益
于中新之间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两国都有对自然生
态的尊重、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对创新创造的追求、对
世界和平的祈愿。这些相同、相似之处是中新共同的宝

贵财富，双方都要珍视和守护好，并
努力让其在中新关系的未来发展中发
挥更大作用。

李强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全球和平和发展事业面临许
多困难。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坚守共同
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弘扬传统友好，
努力打造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
版，深化拓展生物医药、农业、食
品、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务实
合作，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调，让合
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亚太及
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李强强调，今年以来，中国经济
回升向好势头持续巩固增强。从长远
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
变。中国的新发展是世界的大机遇。
我们愿同各国继续分享机遇，实现共
同发展。

拉克森在致辞中表示，对华关系
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过

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发挥经济互补优势，不断拓
展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两国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推动新中关系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今年
是新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是两国关系发
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方将继续把对华关系
放在对外关系的优先位置，愿同中方一道，弘扬友好传
统，深化经贸、农业、知识产权、教育、旅游等领域交
流合作，加强沟通对话，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
等全球性挑战。

欢迎宴会前，两国总理会见了新西兰各界友好人
士。李强对大家长期以来为中新关系发展所作贡献表示
感谢，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为中新关系发展和两国人民
友谊发挥更多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吴政隆出席欢迎宴会。

李强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共同出席新西兰各界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强调

弘扬传统友好 打造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
李 强 同 新 西 兰 工 商 界 代 表 座 谈

新华社厦门6月14日电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专题推进会 14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深化两岸融合
发展，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
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从战略和全局上谋划和推进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引领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王沪宁表示，要深刻把握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
意义和部署要求，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在理念思路上不断
深化、在政策制度上不断完善、在实践探索上不断突
破。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
合发展，让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
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

王沪宁表示，福建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具有

独特优势，要支持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
迈出更大步伐，为全面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做好示范。要
坚持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两岸融合发展全过程，深化
两岸经济融合，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完善
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政策制度，扩大两岸民众的受益面
和获得感。要拓宽两岸交流合作领域和渠道，为台湾同
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等提供更
多便利，推动在交流交往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要探索和创新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的经验做法，研究解决政策实施中的难点堵点问
题，强化融合发展工作统筹和责任落实。

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汇报
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情况。教育部、公安部、财
政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
同志作了发言。

王沪宁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

贯 彻 落 实 新 时 代 党 解 决 台 湾 问 题 的 总 体 方 略
推 动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示 范 区 建 设 取 得 新 成 效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4日宣布：经中欧双方商定，并应卢森堡副首相贝泰尔邀请，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 6月 17日至 21日赴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第五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
话，并访问卢森堡。

丁 薛 祥 将 赴 欧 盟 总 部 举 行 第 五 次
中 欧 环 境 与 气 候 高 层 对 话 并 访 问 卢 森 堡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冯歆然） 6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京同越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阮仲义举行会谈。

李书磊表示，中方愿同越方共同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和阮富仲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宣传领域合作，

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弘扬传统友谊，推进具有战略
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阮仲义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政
治互信，深化对口部门合作，加强越中友好宣传，推动
两党两国关系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李书磊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阮仲义举行会谈

当地时间 6月 14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奥克兰同新西兰总
理拉克森共同出席中国—新西兰教育发展论坛闭幕式并致辞。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当地时间 6月 14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奥克兰博物馆同新西兰
总理拉克森共同出席新西兰各界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致辞。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当地时间 6月 14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奥克兰同新西兰工
商界代表座谈。 新华社记者 张 领摄

尊敬的拉克森总理，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在美丽的奥克兰同
各位朋友欢聚一堂。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人民，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新关
系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热
情友好的新西兰人民致以诚挚问候！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访问新西兰和中
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在这
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很荣幸应拉克
森总理的邀请，到访这片风光迷人、物产
丰饶的土地。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过去 10
年，中新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各领域合
作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新西兰成
为第一个与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升级版的
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一直保持是新西兰的
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双边贸易
额从十年前的约 200 亿新元翻倍到现在
400 亿新元左右。两国文旅、教育、地方等
交流合作蓬勃开展，友好省州和城市增加
到42对。中新友好合作的丰硕成果，不仅
实实在在造福了两国人民，也有力促进
了地区和世界的繁荣稳定。

如果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更长的历
史，就会有更多中新之间的友好故事、
合作成果涌入视野。两国建交 52 年来，
中新关系长期“领跑”中国同发达国家关
系，携手创下多个“第一”。再往前追溯到
19世纪 60年代，从第一批华人踏上奥塔
哥算起，中新友好往来已有近160年的历
史。在这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里，
两国交流不断深入、合作日益紧密，对
彼此的友谊和了解也在持续增进。今天
我特别想说的是，中新虽然相距遥远、
国情不同，但却有许多相同、相似之
处，这使得我们彼此之间仿佛有一种天
然的默契和共鸣。

第一，我们都有对自然生态的尊重。
中新都有壮美的山川、丰富的生态。两国
的传统价值观都强调敬畏自然，这让我
们都对生态保护格外重视，对绿色发展
有着深度认同。新西兰作为久负盛名的“长白云之乡”、

“蓝天下的牧场”，发挥自然禀赋优势，以高水平农牧业
为依托跻身世界发达国家，成为生态立国的全球样板，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人历来讲
究“天人合一”，这些年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重要理念，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新能源汽
车、风电、光伏等技术处于全球前列。我们两国的绿色
发展不仅惠及自身，也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积极
贡献。

第二，我们都有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中新同为多民
族国家，在本国各民族的交流互鉴、融合发展中，形成
了兼收并蓄的相似文化特点。在新西兰，毛利文化、太
平洋岛国文化与欧亚文化交相辉映、魅力纷呈。在中
国，不同地区从饮食到服饰、从方言到建筑，构成了中
华文化的丰富多彩。这种对多元文化的包容，让中新两
国都培育了开放的胸怀。我们都认识到，固步自封只会
被时代所淘汰，互利合作才能实现共同进步。过去数十
年，中新都坚持自由贸易，积极拥抱经济全球化大势，
并切实从中受益。我们两国用自身的实践表明，开放合
作是国家发展繁荣不可或缺的成功密码。

第三，我们都有对创新创造的追求。长期以来，新
西兰社会有着浓郁的创新氛围。从19世纪末开始，新西
兰就通过牧草改良、选择性育种等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农
业生产力，农业科技一直世界领先。对电机、电控等技
术的持续攻关，孕育出了“斐雪派克”等一批享誉全球的
高端品牌。中国同样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这些年，我们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不断涌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

指数排名中，中国和新西兰都较为靠前。
我们两国在创新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为
双方加强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

第四，我们都有对世界和平的祈愿。
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新人民相似的性格
特征。新西兰人喜欢自称为“Kiwi”。我了
解到，这既是一种水果，也是一种鸟类，但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让人感到亲切、
可爱。这一称谓在全球广泛传播，成为新
西兰人善良、质朴和友好的生动体现。中
国民众常常讲要“和为贵、善为本、诚为
先”，这是我们在 5000 年中华文明滋养下
形成的深入骨髓的处世原则。这些国民品
质，让中新两国在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
时，也有着相似的理念立场。我们都强调
国与国之间应当和睦相处，要对话而不是
对抗，要合作而不是冲突，只有这样，才能
共同维护好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宁。

这些难得的相同相似，是中新共同
的宝贵财富。过去 52年，中新关系稳健
发展，两国合作富有成效，很大程度也
是得益于此。我们双方都要珍视和守护
好这些宝贵财富，并努力让其在中新关
系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

球和平和发展事业面临许多困难。但正
如一句新西兰谚语所说，“当你面向太阳，
阴影终将消散。”中国愿同新西兰一道坚
守共同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弘扬传统友
好，努力打造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
版，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一是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中
国和新西兰的经济互补优势较强，合作
空间广阔。我们要巩固好生物医药、农
业、食品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基础，同时
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持续深
挖合作潜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契合
点、经济的新增长点。

二是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开展合作最终是要造福人民。我们要把改

善和提升民生福祉作为推进两国合作的重要考量，在政
策制定、项目规划、资源投入上合理统筹，作出真正有益
人民的战略选择。中方将把新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
范围，相信这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

三是为亚太及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要
加强多边领域的沟通协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各方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携手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贡
献智慧力量。特别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愿同新
西兰一道，为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发挥应有作用。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增强，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实现良好开局，消
费保持活跃，投资稳健增长，进出口规模处于较高水
平，市场信心持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新兴产
业的发展势头良好，经济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壮大。近
段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多
家国际机构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中国仍将是全球
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从长远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
趋势不会改变，我们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14亿多人的超大规模市场将持续释放巨大需求。
中国的新发展是世界的大机遇。我们愿同各国继续分享
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奥克兰被誉为“风帆之都”。中国有句古话，“百舸争

流，奋楫者先”。面向未来，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推
动中新友好合作在新征程上扬帆远航、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
（新华社惠灵顿6月14日电）

在

新

西

兰

各

界

欢

迎

宴

会

上

的

致

辞

（
二○

二
四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
奥
克
兰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