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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至 6 日，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在日本长崎举行
中日关系研讨会。近年两国关系
起伏不断，各种矛盾问题集中爆
发，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军事安全
走向引人关切。中日作为世界第
二、第三大经济体和地区重要国
家，理顺当前处于十分困难局面
的两国关系，需要正本清源，标
本兼治。

治标的当务之急，是日本政
府和领导人真正按照中日联合声
明的精神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以诚实的态度反省侵略历史，以
实际行动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取
信于亚洲邻国。在领土主权问题
上，必须停止对中国挑衅、玩火
的行为。

一位有见识的日本朋友说
过，问题在于某些右翼极端分子
固执己见，蛮不讲理，挑起事端，
制造麻烦，把误解夸大、把隔阂加
深、把仇恨煽起、把怒火点燃、把
事情搞砸。中日关系当下的主要

危险，在于右翼极端分子的挑衅
和煽动。

治标要正本，正本要清源。
中日甲午战争 120周年，中

国在反思，建议日本也作点反思。
甲午战争后日本右翼势力开始走
极端了，军国主义者膨胀得没边
际了。美国学者说，日本患上了一
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
国家都敢侵略。结果是，他吃进去
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韩国学
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
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
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
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
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今天的中日双方，需要重新
确立相互认知和定位，从根本上
解决彼此是伙伴还是威胁，是机
遇还是挑战的问题。

日本是亚洲最大的发达国
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发达的，要继续发达，而且
欲全方位发达。发展的，正快速

发展，而且是大块头崛起。发达，
是日本的硬道理。发展，是中国的
硬道理。都硬，是真的；都得讲道
理，也是真的。两个大国虽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却走在“可持续发
展”的同一条道路上，应相向而
行，切不可迎头相撞。

日本不要总想在各种形式的
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中火中取
栗，不要幻想美国“重返亚太”遏
制中国而狐假虎威，不能身体已
进入 21 世纪，脑袋还停留在过
去，停留在“脱亚入欧”、以邻为壑
的昔日美梦里，停留在殖民扩张、
霸权主义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
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里，停
留在要当世界老大、要当亚洲老
大的，但早已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的什么“再平衡”里。

请比较一下历史上明治维新
后的日本和今天改革开放以来的
中国。两者有共同点——都有强
劲的发展势头；也有不同点，中国
在快速发展中不会、也不可能选

择日本走过的军国主义道路。今
天的中国有明智的战略定位——
安定和平，发展为本。希望日本也
找到自己的战略定位——安享和
平，务实守本。

日本，你不是急于要摆脱战
后的“非正常国家”地位吗？那就
不能只陶醉在“日本”的“旭日东
升”之“日”里，还要有点知“本”的
自知之明、守“本”的起码克制。

日本谚语说，“不是狗咬尾
巴，而是尾巴在戏弄狗”。今天
日本政府所作所为就像“尾巴在
戏弄狗”，本末倒置，任“末”
去戏弄、误导、驱逐“本”。

6 月 6 日，多国元首和政府
首脑举行二战诺曼底登陆 70 周
年纪念仪式。在这个庄严的时
刻，我们看到，作为二战亚洲战
场加害方和战败国的日本，还在
逆潮流而动，图谋为侵略历史翻
案，在历史问题上大开倒车。

奉劝日本，莫丢了“本”。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
员）

据新华社北京6月 6日电 （记者霍小光、隋笑飞）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6日下午在北京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
大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
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
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
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下午 3时，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同代
表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老乡见老乡，两
眼泪汪汪，见到大家感到特别亲切。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
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与会的侨
胞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
的成员。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
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祖国人民将永远
铭记广大海外侨胞的功绩。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广大
海外侨胞一定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
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
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
力量。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
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

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希望大家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
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
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国家好、民族
好，大家才会好。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繁荣发展的正能量。广大海外
侨胞要运用自身优势和条件，积极为住在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更好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本届大会的主题是
“服务社区、和谐发展”，来自119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侨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本报北京6月 6日电 （记者赵成）
国家主席习近平 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来华举行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首次会
议和中俄第十轮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
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习近平祝贺会议和磋商取得成功。
习近平表示，半个月前，普京总统成功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信上海峰
会。我们达成许多重要共识，深化和拓
宽了中俄合作。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是中方的既定方针，希望双方
有关部门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各
项共识和两国各项协议，不断加强务实
合作。我期待着同普京总统在不久的将

来再次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继
续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中俄举行执法安全合
作机制首次会议，是落实我和普京总统
上海会晤成果的重要举措，具有开创意
义和深远影响。中俄两国和本地区都面
临复杂安全形势，双方要继续加强执法
安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两
国和地区稳定与安宁。

习近平强调，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
变，中俄就越有必要加强沟通和协调。
希望双方继续合作，共同推动地区热点
问题的政治解决，携手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发展。

帕特鲁舍夫表示，普京总统对前不
久成功访华感到很愉快，认为习近平主
席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有
力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普京总统指
示我们研究如何落实两国元首上海会晤
达成的共识。参加这次会议和磋商的俄
方代表团来自多个相关部门，体现了俄
方的高度重视。我们同中方同事就国际
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
泛和重要共识。俄方愿通过执法安全合
作和战略安全磋商等机制，同中方保持
密切沟通和协调，在涉及彼此主权、安
全的重大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共
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信在
两国元首坚定意志的引领下，俄中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定会在高水平上不
断向前推进。

本报北京6月6日电 国务院部门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 6 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一年多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显著，有力激发了
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应予肯定。深
化行政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今年要按照政
府工作报告要求继续奋力攻坚，聚焦投资
创业创新等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再取消和

下放 200 项以上含金量高、能够激发市场
活力的行政审批事项，更多释放改革红
利。各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职能，
放管结合，取信于民。深入研究解决疑难
问题，确保改革平稳推进”。国务委员兼国
务院秘书长杨晶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
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
精心组织、扎实工作，确保完成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各项任务。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
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
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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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习近平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奉劝日本莫丢“本”
■ 叶小文

习近平会见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李克强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批示

今年再取消下放200项以上
李克强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批示

今年再取消下放200项以上

本报昆明 6月 6
日电（记者孙懿） 第
2 届中国—南亚博览
会暨第 22 届中国昆
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6 日下午在昆明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展会境外参展国家和
地 区 总 数 达 46 个 ，
吸引了美国通用汽
车、英利集团等世界
著名品牌企业前来参
展，3D 打印机、智
能机器人等高科技产
品首次在展会上进行
展示。

第二届南博会开幕

图为台湾少数民族青年在博览会上。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

全面深化改革“三箭齐发”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新华社北京6月 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6月6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要坚持从具
体问题抓起，着力提高改革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存在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把有利于稳增长、
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改革举措
往前排，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
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

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 和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的意见》，建议根据会议讨论
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
施。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
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和 《关
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会议还
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财税体制
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
机制的系统性重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
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
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
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
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
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涉及
面广，政策性强，利益调整难度大，落实
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要充分认识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

性、艰巨性，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加强
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正确引导舆
论，凝聚各方共识，积极稳妥推进改革。

习近平强调，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
的环节在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
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
大举措。总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
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
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
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促进
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
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户籍制度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

考虑，又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要坚持
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充分考虑能力和
可能，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要
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合理引导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预期和选择。
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
功能互补，搞好基本公共服务，还要维
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

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习近平强调，完善司法人员分类

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
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
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设立知识产权
法院，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
制度性措施。试点工作要在中央层面顶
层设计和政策指导下进行，改革具体步
骤和工作措施，鼓励试点地方积极探
索、总结经验。中央有关部门要支持司
法体制改革工作，帮助地方解决试点中
遇到的难题，确保改革部署落到实处。
试点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司法
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

案，及时启动工作，按照可复制、可推广
的要求，推动制度创新。

习近平指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以来，各地区各
部门按照中央部署，推进各项改革任
务，工作抓得比较紧。总的看，改革势头
较好。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
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各地
区各部门要敢于担当，积极有为推进改
革攻坚。推进改革既要管宏观，也要统
筹好中观、微观。要突出具有结构支撑
作用的重大改革，把握好重大改革的次
序，优先推进基础性改革。中央有关部
门要加强对地方改革的具体指导，明确
改革政策各个环节的衔接配合关系。各
牵头单位要加大年度工作要点的推进
落实力度，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
管、去盯、去促、去干。要抓紧对领导小
组工作要点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和对账
盘点，成熟一个，审议一个，出台一个。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
出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财税体制改革
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

性重构

户籍制度改革
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

口的一项重大举措

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要在中央层

面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下
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