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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

“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
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

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

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未来10年，争取把中阿贸易额从去

年的2400亿美元增至6000亿美元，把中国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

量从去年的100亿美元增至600亿美元以上

本报北京6月 5日电 （记者杜尚泽、
焦翔） 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5
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弘扬丝路精
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讲话。习近平
表示，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中阿人民的
祖先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
列。当前，中阿都面临实现民族振兴的共
同使命和挑战。希望双方弘扬丝绸之路精
神，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为新机遇新起点，不断深化全
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会议召
开表示祝贺。

习近平表示，回顾中阿人民交往历史，
我们就会想起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
路。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
传，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中阿人民在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
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探索发展道路、实现
民族振兴的道路上相互帮助，在深化人文

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
习近平指出，未来 10 年，对中阿双

方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民族振兴的
共同使命和挑战，需要我们弘扬丝绸之路
精神，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
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是互利共
赢之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
相知相交，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
作伙伴。中阿双方应该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
同体。既要登高望远、也要脚踏实地，构
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
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
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未来 10
年，争取把中阿贸易额从去年的 2400 亿
美元增至 6000 亿美元，把中国对阿非金
融类投资存量从去年的 100 亿美元增至
600 亿美元以上，加快协商和推进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
阿拉伯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争取早期收获。双方应该依托并增进中阿
传统友谊。中阿双方决定把 2014 年和
2015年定为中阿友好年，将举办一系列友
好交流活动。今后3年，我们将为阿拉伯
国家再培训 6000 名各类人才。未来 10
年，我们将组织 10000名中阿艺术家互访
交流，推动并支持 200家中阿文化机构开
展对口合作。

习近平指出，成立中阿合作论坛，是
我们着眼中阿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抉
择。希望双方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
机遇，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不
断开拓创新，把论坛建设好。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华民族和阿拉伯
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近代以来又

都在时代变迁中经历过曲折，实现民族复
兴始终是我们双方的追求。让我们携起手
来，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为中
国梦和阿拉伯振兴而努力！为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奋斗！

科威特首相贾比尔，会议阿方主席、
摩洛哥外交与合作大臣梅祖阿尔，阿拉伯
国家联盟秘书长阿拉比分别致词。他们盛
赞阿中传统友谊，高度评价阿中合作论坛
10年取得的成就，表示阿方赞同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加强论坛建设、发展阿中战略合
作关系的主张，支持中方提出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
调，推动阿拉伯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共
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本报北京6月 5日电 （记者杜尚泽、
李潇） 国家主席习近平 5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来华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
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团团长。

习近平表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有着
天然的亲近感，古老的丝绸之路很早就把
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彼此是相互尊重、
相互认同、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好兄弟、
好伙伴。中国珍视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推动中阿关系
发展。对阿拉伯朋友，我们坚持“四个不
动摇”。一是支持中东和平进程，维护阿
拉伯民族合法权益的立场不动摇。二是全

力推动政治解决，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方
向不动摇。三是支持自主探索发展道路，
帮助阿拉伯国家发展的理念不动摇。四是
推进文明对话，倡导文明新秩序的价值追
求不动摇。我们愿同阿拉伯国家在各自实
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结伴远行。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创
立 10 周年，中阿关系站到了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新起点上。在这个时候召开
本届部长级会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把会议开好，
把论坛建设好，开创中阿关系更加美好
的未来。

会见与会阿拉伯国家代表团团长

习近平：对阿拉伯朋友“四个不动摇”

习近平电贺塞西当选
本报北京6月5日电 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

祝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当选埃及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

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58年来，两国关系始终
健康稳定发展。双方政治互信牢固，经贸合作密切，
人文交流活跃，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协调和
合作。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对
埃关系，愿同埃方共同努力，增进两国人民传统友
谊，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不
断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论述

首次系统对外翻译出版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近日，《习近平关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一书经中共中
央编译局翻译成英、法、西、俄、日、阿等六种语
言，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梦的论述生动形象表达了全
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描绘了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习近平关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外文版是第一
次系统对外翻译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
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梦提出的背景、内
涵和意义。

为了适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便于国外读者的
理解，翻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根据各语种的特
点，精益求精，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翻译，努力传达习
近平同志重要论述的完整内容，体现他风趣生动的讲
话风格。

图为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2014年全国统一高考即将于6月7日至8日举行，近
日，多地的高三学子迎来了高考前的最后一堂自习课。

图为6月4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中学的英语
老师正在解答学生问题。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摄

高考前的最后一课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日本
首相安倍扬言要让西方主要工业国
集体谴责中国。但事与愿违，峰会6
月4日发布的声明，只是表示关注东
海和南海局势，尽管有管闲事之
嫌，但并未明显站到日本一边。日
本挟洋自重、联手其他国家围堵中
国的图谋再次落空。这种结局并不
奇怪。

一方面，战略定位和利益落差
决定了西方国家不会听命于日本的

“指挥棒”。
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七国

集团内部实际同样存在“三个世
界”：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属第
一世界，当前尽管实力不断衰落，
但继续充当全球霸主的心劲仍然很
足，奥巴马近日就称，美国要继续
领导世界一百年。因此，面对正在
崛起的中国，美国充满战略焦虑
感，战略重心东移主要就是为遏制
中国。而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属
于西方世界中的“第三等级”，其军
事和政治权益，受到战后国际秩序
的严格限制，因而长期处于“经济
巨人，政治侏儒”的畸形状态，因
此日本右翼政客一直渴望咸鱼翻
身，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进而重
新主导亚太秩序。由此不难理解，
美日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
上一唱一和，十分默契地共同妖魔
化中国。然而，在美日两个极端的
中间，还有英法德意加等“第二世
界”国家。这些国家远离亚太地
区，且基本没有全球称霸野心，因
此，面对中国复兴崛起态势，尽管
不乏“羡慕嫉妒恨”，但它们更多看到的是经
济机遇，而不是战略焦虑乃至战略恐慌，由此
决定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往，合作面远大于
冲突面。目前，欧盟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利益绑定使这些国家对华政策明显较美日
克制。从利害角度出发，英法德等国完全没必
要替日本出头，无谓得罪中国。

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国际道义，使日本

孤掌难鸣。
当前国际秩序的主体框架，仍是

当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
正是英美法俄中等国结成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经过数年浴血奋战，才将
人类社会重新拉回文明进步轨道，并
将法西斯残渣余孽压在战后国际秩
序这一“镇妖宝塔”之下。因此，维护
战后国际秩序不仅是中俄的责任，也
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共同职责。当
前，美欧俄等国摒弃前嫌，共同纪念
诺曼底登陆70周年，表明这些国家并
未因眼前利益争夺，而忘记历史教训
和国际道义。而安倍频频为军国主义
招魂，使日本日渐成为战后国际秩序
的颠覆者，其散发出的“负能量”不仅
危害中国，还会颠覆现行国际秩序，
瓦解进步的反法西斯价值观。西方国
家对此心知肚明，不可能为日本火中
取栗。

从宏观视野看，日本与中国对
抗根本没有前途。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亚太地
区的天然中心国家，只是近代工业
革命产生的“大分流”，才使中国暂
时落伍，使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
有了“弯道超车”机会。然而，当
前的中国早己不是当年的“东亚病
夫”，而是“已经睡醒的雄狮”。在主客
重新复位背景下，日本明智的战略定
位，应该是安享和平，务实守本。如果
安倍始终抱着老黄历不放，铁了心要
与中国对抗到底，并试图重温“大东
亚共荣圈”美梦，不啻是要将日本带
往万劫不复之地。“失败，捣乱；再失
败，再捣乱，直至彻底失败”，这将是

安倍之流面临的最终命运。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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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 5日电 （记者张
鹏雄、谭晶晶）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5 日
表示，中方对越方危及中国钻井平台的
危险行为将继续坚决遏制，越方采取的
任何使事态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最
终损害的只能是越方自身的利益。

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自
“981”钻井平台转场开始第二阶段作业
以来，越南方面一直在海上干扰中方作
业。越方领导人和官员多次在国际场合
声称，中方作业区域位于越南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内，中方作业侵犯了越南主
权和管辖权，越方考虑就有关问题采取
法律行动。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洪磊说，在对“981”钻井平台位于西
沙群岛毗连区的第一阶段作业进行强力

干扰后，5月27日以来，越南方面继续出动
包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大批船只，对“981”
钻井平台第二阶段正常作业持续进行干
扰。两阶段累计，越方已冲撞中方现场执
行护航安保任务的公务船超过1200艘次，
并布设大型漂浮物及碍航物，严重侵犯了
中方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危及中方人
员和设施安全，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破坏了该海域航行自由与安
全。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他说，“981”钻井平台第二阶段作
业地点位于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东南方
向，距西沙群岛领海基线约17海里，距
越南约 160 海里，与第一阶段作业位置
一样都位于无争议的中国西沙群岛毗连
区内。中方的作业完全是中国主权、主

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中国有关
企业在西沙群岛近海的勘探活动已开展
10 年，包括二维、三维地震及井场调
查。此次钻探作业是有关勘探进程的例
行延续，合理合法，完全正当。

洪磊说，针对越方的挑衅行动，中
方保持了高度克制，派出公务船只和其
他民船到现场维护海上正常作业秩序，
保障中方作业人员和设施安全。但越方
却将中方的克制视作扩大事端、加剧紧
张的可乘之机，毫不收敛，变本加厉。

洪磊指出，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海
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维护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决心和意志
坚定不移，对越方危及中国钻井平台的
危险行为将继续坚决遏制。越方在国际
上制造争议的图谋不会得逞。越方采取
的任何使事态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
最终损害的只能是越方自身的利益。越
方当前应该做的是放弃幻想，立即停止
一切挑衅行动并撤走现场所有船只，使
海上尽快恢复平静。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坚决遏制越方危及钻井平台行为

6 月 5 日，安
徽 合 巢 经 开 区 胡
岗 小 学 举 行 环 保
活 动 ， 百 名 学 生
代 表 在 “ 齐 向 污
染 宣 战 ， 共 享 碧
水蓝天”的 30 米
长 卷 上 郑 重 签 下
自 己 姓 名 ， 表 明
自 己 的 环 保 决
心 ， 迎 接 世 界 环
境 日 。 图 为 学 生
们 展 示 五 彩 缤 纷
的签名长卷。

（人民视线）

飞扬的环保梦飞扬的环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