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11月26日
电 （记者熊争艳、陈寅） 应墨西
哥参议长巴尔沃萨和众议长奥雷
奥莱斯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张德江 25 日至 26 日对墨西哥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墨西哥城会
见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与巴尔沃萨
和奥雷奥莱斯分别举行会谈。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 医教
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工作推进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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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教育部、卫生计生委会同相
关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以

社会需求为导向，遵循医学教育
和医学人才成长规律，积极探索
医教相长的好做法、新机制，加
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
培养体系，为持续提升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保障国民
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寇江泽）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
明确提出积极推行“阳光执法”，严

格规范和约束执法行为，坚决纠正
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强化监管责
任追究，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建立倒查机制。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会举行
李克强作重要批示

张德江访问墨西哥张德江访问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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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月

规模企业利润增6.7％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
日电（记者王希、陈炜伟）
国 家 统 计 局 27 日 发 布 数
据，1至10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9446.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7％，增速比前9个月回落
1.2个百分点。

至去年底

农村公路378万公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
日电 （记者赵文君、齐中
熙） 交 通 运 输 部 27 日 通
报，截至 2013 年底，全国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378.5
万公里，99.97％的乡镇和
99.70％的建制村通了公路。

年底前

14省市ETC联网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
（记者刘志强） 记者从交通
运输部例行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年底前，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
东、陕西、湖南等 14 省市将
实现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
费系统，即 ETC 的区域联
网；到明年9月底，将基本实
现全国联网。

国办要求加强环境监管执法

损害生态环境 将被终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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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词到热词，“中国梦”只用了
很短的时间。朴素的提法背后，是全国
民众对幸福生活、民族复兴的渴望和
向往。而在这一概念实现的过程中，能
依靠的路径只有一条：实干。

从新词到热词

走进北京的地铁，随处可见“中国
梦·地铁梦”的广告图片。漫步于中国
的大街小巷，都可能看见被冠以当地
地名的“××梦”字样。在百度上搜索

“中国梦”，会得到超过270万个结果。
解读、评论、视频、歌曲、书籍、调查
……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出“中国
梦”丰富的内涵和想象空间。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
梦”两年来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恐怕
只有“蹿红”。

“中国梦”这一概念提出后1个多
月，便传遍中华大地。中国教育部、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2012
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中国
梦”成为该年度使用频率上升最快的
新词；而到了 2013 年，在不同机构涵
盖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的不
同版本的“年度热词”盘点中，“中国
梦”都当仁不让地高居榜首。

使用频率迅速增长的背后，是普
通中国民众对于这一平实概念的强烈
认同。

去年 3 月，英国最大的广告和公
关集团WPP集团发布的《中国梦的力
量与潜力》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已
经有 92%的受访民众知道“中国梦”，
其中八成是从网上获悉的。

在用“妇孺皆知”来形容“中国梦”
的同时，这一报告还显示，中国民众对
实现“中国梦”有着充分的自信——
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10年，中国
将会成为“理想国度”。

“理想国度”，或许就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另一种表述。

“中国梦”为什么这样火

在著名语文刊物《咬文嚼字》的
语言学专家们看来，“中国梦”之所
以能迅速走红，源自于这一概念中蕴
含的“清新的理念和亲和的风格”，
容易为广大民众所认同。这一简要的
构词法，已衍生出无数的“××梦”
版本，从而更适宜传播。

“中国梦”超越语言的，是朴素
简明、直指人心的理论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就
不缺乏这种朴素而有力的理论。从革
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铸
造人民解放军军魂的“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从毛泽东对共产党人的定位

“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提出的新时
期建设方针“改革开放”，每一个简明
的理论背后，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现
实关切和奋斗目标，从而成为凝聚起
全党、全军、全民族的理论之魂。

“中国梦”的提法，则在中国共
产党的传统基础上，具备了更加“接
地气”的味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梦想”，上接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
奋斗历史，下承“两个一百年”的奋
斗目标；而“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则凸显出国家发展过程中
对个人价值、机会均等的追求。正如
习近平所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去年 6 月，《广东省居民对“中国
梦”概念认知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大
部分居民表示，个人梦想与“中国梦”
相关相依。

这 也 是 WPP 报 告 的 结 论 之 一
——“中国梦”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个
人梦”与“家国梦”交织在一起的特性。

理论要凝聚人心，首先须具备的
就是这种对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尊
重和追求。

世界眼中的“中国梦”

“中国梦”，不仅引来了国内的热
议，还吸引了海外的目光：这个全新
的提法，究竟是什么意思？

美国《华尔街日报》首先看到了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居安思危的战略
眼光：“虽然新的早晨尚未来临，但
习近平已着手确保所有人对未来保持
警醒。”这样的评价，显然着眼于习
近平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百年屈辱史的
论述。

而在《纽约时报》看来，“中国梦”
里更多的是“中国的抱负”。他们看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放在一起，显示出中国在发展中更多
维的关切——如果说前 30 年人们关
心的更多是物质层面的话，那么在当
下，人们更加关心环境问题、政治进程
和精神生活的丰富。

“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一个全中
国、全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目标。

两年来，“中国梦”逐渐从模糊走
向细化，从理念走向轰轰烈烈的作风
建设、紧锣密鼓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
绘制的依法治国蓝图。而解除个人和
市场身上的束缚，让全社会创造财富
的源泉充分涌流，也是为了“中国梦”
的每一个“具体版”个人梦想的实现。

有梦想，就要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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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世易。在经济全球化、世界
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五化”驱动下，
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互交织、传
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
织的“两织”影响下，21 世纪的国际
秩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
崛起改写世界经济、政治版图，“南升北
降”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全球经济与
战略重心东移，国际战略格局“东升西
降”更趋明朗。国际秩序空间向纵深拓
展，国际博弈从传统的陆、海、空延伸至
极地、深海、外空和网络空间，对发展制
高点、道义高地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加
剧。国际格局与秩序正在嬗变，国际体

系正在重构，世界处于变革大潮中。
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展现出复杂

心态。冷战结束后，美国以“胜利
者”自居，续推欧盟和北约“双东
扩”，对俄罗斯落井下石，不断挤压其
地缘战略空间，终于引爆乌克兰危
机。这被认为是美国犯下的战略大错。

美国对中国崛起同样心态复杂。一
方面，美国通过推行“亚太再平衡”攫取
地区秩序主导权，加大对中国的防范、牵
制，使中国周边“树欲静而风不止”、“海
欲静而浪翻涌”；另一方面，又宣称“美国
欢迎一个繁荣、和平、稳定中国的崛起”，
强调中美强有力关系是“亚太再平衡”的
核心，对中国“合作共赢”需求上升。

近年来，美国战略偏执心态加重。

美方将乌克兰事件定性为俄企图趁西
方衰弱之际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同时宣
扬“中国蚕食国际秩序”。美方指责中国
在南海问题上破坏国际法和亚太安全
秩序，视中俄合作为联手在东西两线挑
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强化对抗
性战略博弈思维和行动，除军事上布局
设防外，还力推将中国排除在外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
中国无非分之想，但有公正包容之

心。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一超”地位，认
为太平洋之大足以容下中美两个大国，
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寻求两国
在亚太良性互动。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提出以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
为核心内容的亚洲梦、亚太梦与世界

梦，力求中外梦想契合、发展对接、互联
互通、同舟共济、共同繁荣。中国将自身
定位于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受益
者、建设者和改革者，采取开放与融合
政策。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成为

“优等生”，有力促进了自身改革、开放
与发展，也成为世界增长和开放经济体
系的重要推动力量。

面对国际秩序变革，中国采取负
责而稳健的态度，致力于推动其朝着
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对美国而言，超越“独霸”心态、放
弃“零和思维”才是真正的考验。最可取
的态度，莫过于秉持公正、包容、合作、
共赢之心。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
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国际秩序嬗变炙烤美国偏执心态
■ 陈须隆

系列述评①系列述评①

全国独一无二、具有 600 多年历史的贵
州省锦屏县“花脸龙”舞龙技艺，在青少年中
得到很好传承。目前，锦屏县隆里乡隆里所
村 96%中小学生会“花脸龙”。“花脸龙”，即
在所有舞龙者的脸上，用颜色画上五彩脸
谱，生、旦、净、末、丑等。 （人民视线）

贵州锦屏

“花脸龙”得传承

由中铁十一局等施工的惠 （惠水） 罗 （罗甸） 高速公
路预计2015年建成通车。惠罗高速起于贵州省惠水县龙田
寨，止于罗甸县峨坝 （黔桂界），总长113公里，总投资130
余亿元，是贵州进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通道。

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摄

贵州将添进入东盟大通道

【编者按】
2012年 11月 29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
参 观 大 型 展 览 《复 兴 之 路》
时，正式提出“中国梦”这一
概念。如今，已届两年。

两年间，“中国梦”由一个
新词、一个新概念，逐渐成为
凝聚中国奋进的精神力量，成
为全社会广泛认同和讨论的热
点词汇。而在国际舞台上，“中
国梦”也与“法国梦”、“非洲梦”、

“亚洲梦”等产生共鸣，彰显出
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价值。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系列
述评，讲述“中国梦”不平凡
的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