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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西兰奥克兰11月 21日电 （记者
杜尚泽、管克江） 国家主席习近平 21日在奥
克兰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共同出席中国－新
西兰市长论坛启动仪式。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中新关系仿佛一幅
油画。这幅油画有多绚烂，不仅取决于总体构
图，也有赖于局部元素。两国间 30多对友好城
市就是这些局部元素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正
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这些都为新西兰提供了更多机遇，为
两国合作创造了更大空间。希望两国地方抓住
机遇，加强合作，描绘出中新友好的新画卷。

约翰·基表示，希望新中双方发挥友好城
市作用，加强地方合作，促进民间交往，推
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启动仪式后，习近平和约翰·基共同为中
国银行新西兰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新西
兰有限公司、伊利集团大洋洲生产基地、中
新猕猴桃联合实验室项目揭牌，并会见“新
中关系促进委员会”主要成员。

本报新西兰奥克兰11月 21日电 （记者
杜尚泽、杨迅） 新西兰各界 21日在奥克兰举
行盛大招待会，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
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新西兰总理约
翰·基夫妇迎接，毛利族代表以传统方式欢迎。

习近平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向关心和支持
中新关系发展的新西兰各界人士致以问候和祝
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新西兰虽然相距遥远，但
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中叶，第一批中
国移民就漂洋过海来到新西兰，同当地人民携手
开创美好生活。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
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
和国家建设事业。建交42年来，中新携手合作、
互谅互信、开拓进取、敢为人先，共同创造了中
国同发达国家关系上多个“第一”。新西兰在发
达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第一个同中国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第
一个同中国签署并实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我
这次访问期间，新西兰又成为第一个同中国签
署政府间电视合拍协议的国家。

习近平强调，抚今追昔，中新关系发展经
验告诉我们，在国与国关系中，远隔重洋不是
距离，文化差异不是隔阂，社会制度和发展模
式不同更不是障碍。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就可以做到世代友好、互利共赢。中新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
刻。双方要登高望远，紧密联接发展战略，构建中新利益共同体；与时俱进，推进
务实合作；互学互鉴，巩固人民友好；同舟共济，共建和谐地区和繁荣世界。

习近平指出，奥克兰被誉为“风帆之都”。“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自强
不息的中国人民愿意同勇于开拓的新西兰人民继续携起手来，乘风破浪，扬
帆远航，共创中新关系更加美好未来。

约翰·基代表新西兰政府和人民欢迎习近平。他表示，新方希望同中方面
向未来，携手前行，使新中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又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新西兰总理约翰·基陪同下，在奥克兰参观
新西兰农牧业技术展，希望两国加强农牧业领域合作。

20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出席约翰·基夫妇家宴。
21日，习近平在奥克兰会见新西兰工党领袖利特尔。

本报斐济楠迪11月21日电（记
者杜尚泽、颜欢） 国家主席习近平
21日在楠迪会见斐济总统奈拉蒂考。

奈拉蒂考代表斐济人民热烈欢迎
习近平到访，他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访
问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斐济，
必将推动斐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中方把斐济视为太
平洋岛国地区真诚朋友和重要伙伴，
坚定支持斐济人民自主选择适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斐方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支持斐方在国际场合
的合理诉求。明年是中斐建交 40 周
年，中方愿同斐方加强各层级交往，
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
大发展。我希望这次访问能够揭开两

国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
奈拉蒂考表示，斐方感谢中方

长期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斐济正致
力于国家稳定和发展，把发展对华
关系作为斐济“向北看”外交政策
的基石，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当晚，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为
习近平举行传统欢迎仪式。习近平身
着当地传统的“布拉衫”，和夫人彭丽
媛受到姆拜尼马拉马夫妇热情迎接。

欢迎仪式上，斐济原住民按照传
统习俗，向习近平献上寓意着平安吉
祥的鲸鱼牙、草席、洋格纳树，用原住
民语言和歌谣表达诚挚祝福。

姆拜尼马拉马发表热情洋溢的
讲话。他表示，斐济人民对习近平主

席到访深感荣幸，由衷欢迎。中国一
贯尊重和支持斐济，帮助斐济发展。
事实证明，中国是斐济真正的朋友。
相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有力推
动两国合作，促进太平洋岛国发展。

习近平发表讲话，感谢斐济政
府和人民盛情安排。中斐两国人民
友谊跨越千山万水。我们期待同斐
济朋友们一道努力，携手开创两国
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前来出席中国和太平洋建交岛
国领导人集体会晤的其他国家领导
人和配偶以及外国驻斐济使节也参
加欢迎仪式。

本报斐济楠迪11月21日电（记
者杜尚泽、颜欢） 国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抵达楠迪，开始对斐济进行国
事访问并将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
人举行会晤。

当地时间下午 6 时 20 分许，习
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楠迪国际机
场。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穿过“水
门”，这是当地给予最尊贵客人的礼
遇，表达为客人“洗尘”。斐济总理
姆拜尼马拉马夫妇在舷梯旁迎接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姆拜尼马拉马在机场举行隆重
欢迎仪式。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新西兰的国
事访问后抵达楠迪的。离开奥克兰
时，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夫妇等到机
场送行。

习近平会见斐济总统奈拉蒂考

中方视斐济为真诚朋友重要伙伴中方视斐济为真诚朋友重要伙伴
出席姆拜尼马拉马总理举行的传统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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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国—新西兰市长论坛启动仪式上致辞。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新华社酒泉11月21日电 21 日 14 时
37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小
型运载火箭成功将“快舟二号”卫星发射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卫星主要
用于突发灾害监测等领域。

据新华社马那瓜11月20日电（记者许
雷） 尼加拉瓜运河开发项目委员会和香港
尼加拉瓜运河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日在马
那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备受瞩目的
尼加拉瓜跨洋运河项目将于今年12月22日
正式动工，并有望在2019年竣工。

运河建成后可以通行容量2.5万个集装
箱的船舶和30万吨油轮，每年可以通行5100
艘船舶，全程通航时间约为30小时。作为主要
投资建设方，香尼公司获得运河及配套设施长
达100年的特许经营权。

“快舟二号”卫星发射成功

尼加拉瓜运河年底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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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习近平在楠迪会见斐济总统奈拉蒂考。
上图：在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举行的传统欢迎仪式上，原住民向习近平敬献

洋格纳树根制成的卡瓦汁，习近平慢饮而尽，拍掌答谢。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0日
电 （记者林小春） 中国研究人
员主导的一项国际研究显示，
古代人类定居青藏高原采用了
三步走模式。

这项成果 20 日发表在美国
《科学》杂志上。论文共同通讯作
者、兰州大学副教授董广辉告诉
新华社记者，他们对青藏高原53
处古代人类遗迹的动物骨骼、植
物遗存及人工制品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古代人类向青
藏高原扩散可能分为三步。第
一步，距今约 2 万年至约 5200

年前，旧石器人群在青藏高原进
行低强度的季节性游猎；第二
步，距今约 5200 年前至约 3600
年前，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
东北海拔 2500 米以下河谷地区
大规模永久定居；第三步，距今
约 3600 年前以后，农牧混合经
济人群向高达 4700 米的高海拔
地区进行大规模扩张。

参与研究的还有来自英国剑
桥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青海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美
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

中外中外研究人员发现研究人员发现

古代人类这样定居青藏高原古代人类这样定居青藏高原

【第一步】
距今约 2 万年至约

5200年前，季节性游猎

【第二步】
距 今 约 5200 年 前 至 约

3600年前，大规模永久定居河
谷地区

【第三步】
距今约 3600 年前以

后，向高海拔地区大规
模扩张

三 步 曲

11 月 20 日至 22 日，第五届香山论坛
在北京举行。与以往四届相比，此次论坛
明显升级了。

论坛的性质发生变化，影响力得以提
升。从本届开始，论坛扩大人员邀请范
围，由二轨论坛提升为一轨半的高端安全
和防务论坛。二轨论坛的主体是非官方人
员，包括学者、退休官员、公共人物、社
会活动家、非政府组织成员等。一轨半论
坛则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官方性质，吸纳官
方人员参与。本届香山论坛就邀请了亚太
国家国防部或军队领导人、部分国际组织
常设机构的负责人参加。这种方式既可保
留二轨渠道灵活、广泛的优势，同时又因
官员的加入而加强了沟通效力以及会议成
果转化为国家政策的能力。香格里拉论坛

就是一轨半平台的成功范例。
香山论坛的会期也由两年一次增加到

一年一次。频率提高将使与会各方的交流
更及时、更高效。

自2006年启动以来，香山论坛不断发
展。此次的升级，是中国为打造亚太安全
合作平台而进行的精心设计。

论坛升级的背景是亚太地区安全环境
发生新变化。近年来，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问题交织。在传统安全领域，领土主权争
端复杂难解，海上安全问题严重影响地区
和平与稳定。美国等国家致力于扩大在亚
太的军事存在。同时，非传统安全挑战上
升，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
势力威胁上升，重大自然灾害频发，海盗
等问题也一直未能有效解决。

面对上述挑战，亚太乃至全球没有一
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挑战或解决问题，安
全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升。在亚太，
经济合作蓬勃开展，政治合作欣欣向荣，
唯有安全合作一直处于滞后状态。“短板
效应”成为亚太实现长远发展目标的障
碍。面貌一新的香山论坛，将为弥补这一
缺陷提供新机遇。

中国的发展是打造地区安全平台的条
件。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提升，越来越
多的国家重视中国的安全政策。香山论坛
为各国了解中国打开窗口。本届论坛上，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上将从五方面
阐述了中国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
原因，从四方面介绍了中国军队践行亚洲
安全观、参与和推动国际安全合作的表

现，受到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意味着

中国要在安全领域更加主动，积极发挥负
责任大国作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同
时，中国日益重视对安全合作的引导。本
次论坛上，中方就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
平稳定与持久繁荣提出了倡议。

香山论坛是中国在安全交流与合作方
面的成功实践。本届论坛有 47 个国家的
国防部或武装部队代表团、4个国际组织
代表和中外专家学者约 300人参加，是历
届规模最大、出席官员级别最高的一次。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论坛将有望成为亚太
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
略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打造亚太安全合作平台
■ 苏晓晖

11月21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