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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斐济楠迪11月22日电（记者杜尚泽、颜
欢）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日在楠迪同斐济总理姆拜
尼马拉马、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莫里、萨摩亚
总理图伊拉埃帕、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瓦努阿图总理纳图曼、库克群岛总理普纳、汤加
首相图伊瓦卡诺、纽埃总理塔拉吉等太平洋岛国
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共商合作发展大计，一致
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阐述新形势下
中国深化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政策举措，强调中
国是岛国真诚朋友和合作伙伴。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当前中国和太平洋岛
国传统友好更加牢固，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合作
前景日益广阔，双方关系面临乘势而上的良好机
遇。中国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重视只会加
强、不会削弱，投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习近平就新形势下发展和提升中国同太平洋
岛国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
关系。中方尊重各岛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
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岛国以自己的方式管
理和决定地区事务，支持岛国平等参与国际事
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二，加强高层交往。中方欢迎岛国领导人访
华，为双方关系做好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愿同岛国
扩大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对话交往，继续办好中

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机制性对话。
第三，深化务实合作。中方提出了建设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我们真诚希望同各岛国分
享发展经验和成果，真诚欢迎岛国搭乘中国发展快
车，愿同岛国深化经贸、农渔业、海洋、能源资源、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将为最不发达国家 97%税
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中方将继续支持岛
国重大生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

第四，扩大人文交流。未来5年，中国将为岛国
提供2000个奖学金和5000个各类研修培训名额。中
方愿同岛国加强各界交流，继续派遣医疗队到有关
岛国工作，鼓励更多中国游客赴岛国旅游。

第五，加强多边协调。中方愿同各岛国就全球
治理、扶贫减灾、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道援助等
问题加强沟通，维护双方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中方将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提
供支持，向岛国提供节能环保物资和可再生能源设
备，开展地震海啸预警、海平面监测等合作。中方将
继续积极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岛国发展论
坛等岛国地区合作机制，支持岛国联合自强、互帮
互助、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努力。

习近平表示，斐济有句谚语：“一颗花蕾将孕育出
千百万个果实。”中国也有句古语：“春种一粒粟，秋收
万颗子。”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们愿同各岛国一道努力，求友谊之真，务合作
之实，结共赢之果，共圆发展繁荣和谐之梦。

现场气氛友好务实。岛国领导人感谢习近平访
问太平洋岛国地区并倡议举办这次会晤，完全支持
双方构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他
们一致表示，中方一贯重视岛国、尊重岛国、支持岛
国，是我们真诚的朋友和伙伴。新时期中国对岛国
政策秉承传统友好，提出的举措力度大、实实在在，
契合岛国实际需要，有助于促进岛国可持续发展，
惠及岛国人民。中方倡议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岛国提供了重要机遇，
岛国人民对双方合作抱有期待，愿意搭乘中国发展
的快车，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加深友谊，在
实现各自美好梦想的征程中携手前行。

本报斐济楠迪11月22日电（记者杜尚泽、颜
欢）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日在楠迪同斐济总理姆拜
尼马拉马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斐方一
道，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斐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
济技术合作协定、互免签证等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又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在斐济楠迪分别
会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莫里、萨摩亚总理图
伊拉埃帕、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瓦努阿
图总理纳图曼、库克群岛总理普纳、汤加首相图
伊瓦卡诺、纽埃总理塔拉吉等太平洋岛国领导
人，同他们就发展双边友好合作交换意见。

习近平还分别同上述国家领导人一道见证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
电 北京时间11月22日16时55
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
县 境 内 （北 纬 30.3 度 ， 东 经
101.7度） 发生6.3级地震，震源
深度约18公里。

地震发生后，正在斐济访问
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指
示，要求四川省和民政部等有关
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
险救援，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
亡。军队、武警等有关方面要积
极配合、大力支持地方开展抢险
救灾工作。要加强震情监测，密
切防范次生灾害。要妥善做好受
灾群众安置工作，保障基本生
活，确保安全过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要求
抓紧核实灾情，全力以赴组织抢
险救援。国家减灾委、国务院抗震
救灾指挥部要密切关注，按照应
急响应机制视情派出工作组，指
导帮助地方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根据习近平指示，四川省紧
急启动Ⅱ级地震应急响应，省救
灾工作组赶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
工作。武警、公安、消防正在组
织力量对中断的省道211线开展
抢通工作。民政部、交通运输
部、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已启动应
急机制，指导当地有关部门全力
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并向灾区紧
急调运棉被、帐篷等救灾物资。
中国地震局也启动Ⅱ级应急响
应，派出现场工作组赶赴灾区。

本报北京11月23日电 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
峰会，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太平
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后，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回到北
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
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23日上午，习近平离开斐济楠迪启程回国。斐济总
理姆拜尼马拉马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送仪式。习近平和彭
丽媛同前来送行的斐济总统奈拉蒂考夫妇、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夫
妇及斐济主要官员握手道别。

习近平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

真诚欢迎岛国搭中国发展快车
同斐济总理会谈 会见一些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张德江访问秘鲁
据新华社利马11月23日电（记者熊争艳、贾安平） 应

秘鲁国会主席索洛萨诺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20日至23日对秘鲁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利马会见秘
鲁总统乌马拉，与国会主席索洛萨诺举行会谈。

23日，财政部、民政部向
四川省紧急下拨5000万元中央
救灾资金，国家减灾委、民政
部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
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地震灾
区。

11 支医疗队到达地震灾
区，参与医疗救治的专业医护人
员共886人，卫生防疫工作人员
104人。各医疗急救队已在各救
援点开展救援和防疫工作。

康定县成立地震应急指挥
部，启动二级应急预案，125

名民兵第一时间赶赴受灾一线
救灾。

截至23日18时，投入救援
人员5600余人，向灾区发放帐
篷793顶、棉被6000床及大量
矿泉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物
资。州、县安排应急资金 700
万元，收到捐款100万元。

目 前 ， 康 定 县 城 内 水 、
电、通讯正常，县城秩序井
然，伤员得到救治，道路基本
畅通，群众生活有序，抗震救
灾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链接▶▶▶
灾区救援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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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2014年中国绍兴环城河国际皮划艇马拉松
赛在浙江省绍兴市环城河举行，来自挪威、新加坡、美
国、毛里求斯、加拿大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150 名皮划
艇运动员参赛。图为运动员在挥桨拼搏。 （人民视线）

国际皮划艇马拉松绍兴开赛国际皮划艇马拉松绍兴开赛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楠迪同汤加首相图伊瓦卡诺 （左一）、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莫里 （左二）、瓦努阿图总理纳图曼 （左三）、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
（左四）、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 （右四）、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右三）、库克群岛总理普纳 （右二）、纽埃总理塔拉吉 （右一） 等太平洋岛国领导
人举行集体会晤。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十分微妙的
阶段。

中日关系僵局持续了两年多，高层往
来中断，一些重要领域的合作受到波及，
民众的相互好感度直线下降。即便如此，
民意测验显示，两国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
中日关系对彼此都很重要。11月上旬，中
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
共识，接着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了来华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两国关系能否从此走向
改善和发展的正常轨道？

安倍在会见中表示，日方愿意落
实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妥善处
理有关问题，以此为新的起点，推进
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改善和发展。他在

会见后又对媒体表示，“我认为这是日
中两国返回到战略互惠关系原点、日
中关系走向改善的第一步。”

言犹在耳，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
日本内阁就对四点原则共识做出片面
解释。表面上，岸田文雄在参院外交
防卫委员会接受质询时的表态，以及
日本内阁就钓鱼岛和靖国神社问题通
过的答辩书，并没有直接、公然否定
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但其遣词造句和
言外之意，却不能不使人怀疑日方对
待落实四点原则共识的诚意。日本官
方的这种表态，是企图淡化四点原则
共识对日方的约束力，暗示其有可能
固守错误立场，并试图显示其并没有
对中方作出实质性让步。

如果安倍政府真心希望改善对华
关系，就应多向日本国民阐述中日关
系的重要性，介绍落实四点原则共识
的意义，并且采取实际步骤推动对华
关系的转圜，而不是千方百计回避甚
至歪曲四点原则共识的精神。

为了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大局，
中方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与日方就当
前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达成四点原则
共识，是用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为两国
关系的发展重新确认了方向，划定了路
线图。四点原则共识的内容是“原则性
的”，却不是随意性的，更不是任人扭曲
的橡皮糖，其目的是为推动中日关系走
向改善创造重要条件。

在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领导

人会见问题上，中方对安倍政府采取
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的态度，
这既显示了中方对于改善两国关系的
期待和诚意，也凸显中方对于日本政
府无诚意处理好对华关系的警惕。立
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国无信则不
立。“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作为
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日本对这些道
理应该不难明白。

如果日方在钓鱼岛、历史等问题
上“旧病复发”，再度失信于人的话，
中日关系的改善就将遥遥无期，日本

“被边缘化”将是其不归之路。
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不容架空。在此

有必要送给日本四个字：诚信、审慎。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

研究员）

送安倍政府四个字：诚信 审慎
■ 贾秀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