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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在当今时代，中国在探路，在行进，并愈加坚定方向。
路边，有急流险滩，有风景如画，更有海量值得描述的人和事。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行进中国·精彩故事”专栏。我们要到祖国各地去，

去听、去看、去写。精彩在民间，故事在基层。

独龙江畔火塘夜话
本报记者 张德修 赵永琦 陈振凯

行进中国行进中国··精彩故事精彩故事
本报贝尔格莱德12月 15日电

（记者吴乐珺、韩秉宸）应塞尔维亚共
和国总理武契奇邀请，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于当地时间15日晚乘专机抵达
贝尔格莱德尼古拉·泰斯拉机场，出
席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会晤并对塞尔维亚进行正式访问。

会晤期间，李克强将与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共同探讨打造双方合作
新亮点和升级版，出席中国—中东
欧国家第四届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
辞，还将分别会见与会国家领导人。

访问期间，李克强将会见塞尔
维亚总统尼科利奇，同武契奇总理
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贝尔格莱德跨
多瑙河大桥竣工仪式，与塞各界人

士代表交流互动。
李克强是在圆满结束对哈萨克斯

坦的正式访问并举行中哈总理第二次
定期会晤、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
府首脑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后抵达贝
尔格莱德的。离开阿斯塔纳时，哈萨克
斯坦第一副总理等高级官员、中国驻哈
萨克斯坦大使张汉晖到机场送行。

本报贝尔格莱德12月 16日电
（记者吴乐珺、韩秉宸）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当地时间16日上午在贝尔格莱
德分别会见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
拉脱维亚总理斯特劳尤马、波黑部长
会议主席贝万达、黑山总理久卡诺维
奇、捷克总理索博特卡、罗马尼亚总
理蓬塔等六国政要。

抵达贝尔格莱德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李 克 强 正 式 访 问 塞 尔 维 亚
分别会见六国政要

本报阿斯塔纳 12 月 15 日电
（记者吴乐珺、黄文帝）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当地时间15日下午在阿斯塔
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
脑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与会各
国领导人就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务
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李克强表示，当前世界形势错综
复杂，不同经济体走势分化，部分地
区动荡加剧。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
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安全、经济、人文
三大领域合作：一是筑牢地区安全稳
定屏障。二是打造区域合作新亮点。
三是更加注重民生和人文交流合作，
增加更多民生议题，推动更多项目建
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李克强最后表示，上合组织已
经成为亚欧大陆桥上一支重要的和
平发展合作力量。各成员国应秉承
共同责任和使命，同心协力，脚踏

实地，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
与会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

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代表在发言
中赞同李克强提出的看法和建议，表
示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前
景广阔，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协调配
合，发挥互补优势，落实领导人达成
的各项共识，扩大安全、经济、人文等
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提升上合组织的影响力，
促进各自发展和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又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
时间14日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总理马西莫夫就双边关系
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加强
互利合作尤其是开展中哈产能合
作，并尽快就此形成框架协议。

又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
时间15日下午在阿斯塔纳会见阿富
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

李克强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峰会
中哈产能合作达成共识 会见阿卜杜拉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提出并强化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核心内容
是中国要在国际上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
国作用，并体现中国特色。2014年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理念的指导地位。2014年的外交实
践则生动有力地诠释了这一重大理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合作共赢，
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在外
交实践上，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
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广泛开
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形成深度交融的
互利合作网络。2014年，中国以“一带
一路”建设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抓
手，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对接，
将“中国梦”与“亚洲梦”、“欧洲梦”
连通，打造合作共赢大格局。同时，中
国在务实合作上拿出大手笔，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开始起步，丝路基金已经
设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

支撑。目前 “一带一路”建设已获得
沿线 50 多个国家响应参与，步入务实
合作阶段。

为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中国致力于
搭建新合作框架，打造合作关系升级
版。其中包括，以“2+7”新框架打造
中国—东盟合作升级版，以“461”框
架打造中非合作升级版，以“1+2+3”
合作格局深化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天
然合作伙伴关系，以“1+3+6”合作新
框架构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并
搭建中国同南亚未来合作总体框架。同
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
亚洲安全观，推动金砖国家等形成一体
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
通、各国人民大交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结伴而不结
盟，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
友。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已同世界上67个国家、5个地区组织建

立了 72 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
包括：通过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
伴关系；推动金砖国家形成更紧密、更
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建立更加平
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维护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坚持不干涉内政而又积极
介入国际事务。中国积极参与解决伊朗
核、朝鲜半岛、乌克兰、巴以冲突、南
苏丹国内冲突、反恐、埃博拉疫情等一
系列重大热点问题，秉持客观公正立
场，积极劝和促谈，为维护国际地区的
和平稳定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大国作
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迄今
累计派出军队2万多人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坚决捍卫国
家核心利益，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中国
坚决反对日本背信弃义、损害中国领土

主权的行为；坚决反对日本歪曲历史和
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处理南海问
题，中方赞成并倡导“双轨思路”，即
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
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建立新型大
国关系，力争摆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
走向冲突对抗的老路。一年来，中美不
断推进各领域协调和合作，两国关系建
设取得积极进展。中美首脑会晤取得成
功，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注入新动
力。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方愿同中
方扩大合作，加深利益融合，通过坦诚
和建设性对话解决差异和分歧，共同建
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
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据新华社杭州12月 16日电
（记者黄深钢、姬少亭） 16日，作
为“神舟”“玉兔”的“家长”之一，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首度深入民营经
济腹心前沿，开启市场化技术转化
新路径，向民营企业集中提供一批
新材料技术的合作蓝图。有关专家
指出，这是航天工业实现民用转化

“天地对接”的破冰之举，或将开启
中国先进制造业一个千亿级的科
技成果转化空间。

当日，在宁波市召开的“2014
中国航天（宁波）新材料产业化论
坛”上，中国航天集团下属 7 大院
21家厂所及公司带来了首批30项
技术，面向宁波当地 1300 家从事
新材料技术研发生产的民营企业

进行推广。目前，已经有宁波金田
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博
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顺
泽橡胶有限公司、宁波捷胜海洋开
发有限公司、慈溪市汇丽机电有限
公司 5 家企业和中国航天集团签
署了技术服务合作协议。

会上，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
工程研究院与宁波市政府签署共
建航天技术产业化宁波服务平台
协议，这是第一个由我国航天系
统与地方政府共建的大型产业平
台。中国航天基金会副理事长吴
卓表示，这一平台不仅将推动航
天前端技术与极具活力的宁波企
业相结合，还将在全国起到辐射
效应，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航天开启“天地对接”
打通技术供需市场化“屏障”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五大特点
■ 陈须隆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基本结束
5年间法人单位增长52.9%

本报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朱剑红） 记者从 16 日
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历时两年多的第三
次全国经济普查基本结束。

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3年 12月 31日，普查时期资料为
2013年年度资料。取得的主要数据显示，5年间我国经济总
量明显扩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的效益不断提
高。法人单位5年增长了52.9%，从业人员增长了30.4%，企
业的资产增长了1.25倍。2013年末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占
的比重比 2008年提高 5.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
占的比重比2008年提高3.5个百分点。

15日，中国第3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队正式出征，
向南极腹地的中国昆仑站进发。期间，队员将开展冰芯钻
探、天文观测等科学考察。 新华社记者 白 阳摄

科考队挺进南极腹地科考队挺进南极腹地

图为独龙江畔的拉瓦夺村独龙族安居房群落图为独龙江畔的拉瓦夺村独龙族安居房群落。。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陈海宁摄摄

图为本报记者张德修 （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委
副书记商小云 （左） 在火塘前与“老县长”高德荣畅谈独
龙江乡的美好前景。 本报记者 赵永琦摄

山的那一边，其实还是山。12月3日，赶往独
龙江的路上，记者想起这句话。

行驶在盘山公路，右边高山，左边悬崖，路边原
始森林风景如画。真是“步步惊艳，步步惊心”。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
治县独龙江乡，位于滇西北，北邻西藏察隅县，
西挨缅甸，是独龙族聚居区。

到这里一趟，不太容易。昆明到怒江州府六
库，开车要一天，休息一晚，再开一天，才到独
龙江。我们走了尚未正式通车、处于最后施工状
况的独龙江隧道，由于各种设备和建材阻隔，隧
道走了24分钟，这仍比老路节省了1个半小时。

“每年被上帝判半年徒刑”

独龙江人幽默地说，这里是“每年被上帝判
了半年徒刑的地方”。

独龙江乡位于高山峡谷地带。一到冬天，高
黎贡山垭口被20米深的积雪封死，全乡4350名独
龙族同胞便与世隔绝，达半年之久。

3日晚，记者入住独龙江乡政府驻地孔当村一家
客栈，卸下行李，便去拜访“把办公室安在独龙江边”的
高德荣。60岁的他，退休前曾任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贡山县县长、独龙江乡乡长等职，当地人称

“老县长”，30余年带本民族致富，威望很高。
围着火塘，烧起几块硬木疙瘩，

修路是大伙聊得最多的话题。
高 德 荣 给 记 者 播 放 了

《太阳照到独龙江》
纪录片，水、

路、人、歌四章，最震撼的是“路”。1964年，独龙江人
马驿道修通，人背马扛，往返一趟县城要 4天。再之
前，穿原始森林，攀爬溜索，披荆斩棘，赶毒蛇防蚂
蝗，7天时间才能到县城。至今，各类柔性吊桥、人行
便道、驿道河桥、石拱桥，仍是公路的必要补充。

总书记亲自发来祝愿

火塘对面，怒江州委副书记商小云插话，1999
年9月，独龙江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全国最后一个
少数民族聚居地——独龙江乡不通公路的历史。

喝一杯浓茶，《怒江报》总编辑陈大勇说，这条
碎石路面，50％路段处在降雪带，每年
有 9 个月雨季，塌方滑坡频发，常被阻
断，2010 年开始了改造工程。凿穿高黎
贡山的独龙江隧道，是其中的核心环
节，武警交通部队三支队承担了这一重
任。

大家对“2014 年 4 月 10 日”这个时
间，记忆深刻。当天下午，独龙江隧道胜
利贯通，标志着独龙族同胞彻底告别每
年大雪封山半年的历史。隧道全长 6.68
公里、净宽7米、净高4.5米。

对这条隧道，独龙族同胞的感情很
深。全线贯通当天，独龙江乡乡长李永
祥感慨，“在外面读书的孩子春节可以
回家了，更多的独龙族年轻人将走出大
山闯世界。”

吃了玉米，尝了苦荞炒面，大家
聊起村口石墙上粉刷的批示。2014 年
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得知高黎贡
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的喜讯，
立即作出重要批示：“获悉高黎贡山独
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十分高兴，

谨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贺！”他希望独龙族同
胞“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
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

夜深了，火塘夜话还在继续，大家久久不愿离开。

从“半年谈”到4G网络

查阅资料发现查阅资料发现，，19881988年年66月月，，本报记者曾较早进本报记者曾较早进
入独龙江乡入独龙江乡。。那时还没通公路那时还没通公路，，
大雪封山后大雪封山后，，邮路中邮路中

断，以至于当地人把《人民日报》称“人民年报”，《半月
谈》为“半年谈”。当时，独龙江唯一的国营商店，副食
品柜台仅售两种商品——盐和白糖。巴坡完小，“校长
感到最头疼的是照明所需的煤油、蜡烛紧缺”。

26 年后的现在，在孔当村，一栋栋有民族特色
的房屋，崭新漂亮，幼儿园与九年一贯制学校，是村
里最显眼的建筑。4日早上，指着独龙江对岸的新民
居，商小云介绍，截止到今年10月，独龙江乡农民安
居房建设工作项目全部完工，总投资 1.34 亿元。该
乡 40 多个村寨 1068 户 4000 多名独龙族村民，住进
了新式稳固又有民族特色的安居房。

同在今年，5 月 12 日，独龙江乡全乡通“大
电”，彻底告别油灯照明的历史。中国移动 4G 服
务也进了独龙江，记者的手机，除了来的路上部
分路段外，均能方便上网。

孔当村有一处面积不小的菜市场，摊位上有
各种蔬菜肉蛋，喜羊羊、熊大、熊二玩偶等儿童
玩具也摆在货架上。村里的几家商店，有种类多
样的鞋子和腰包出售，商品丰富。

家家户户门口挂国旗

独龙江水，蓝到极致，一如“流动的翡翠”；
高黎贡山，原始森林覆盖，四季美景。激流与险
峻，是外人眼里的风景，独龙江人却不能只靠看
风景生活。

32 岁的普清华，是独龙江乡普卡旺民族文化
旅游村村民。4日上午，他带我们参观了近70平方
米的住房，近 46平方米的两间旅游接待房。住房
和旅游接待房，是村里每家的标配，全部由国家
出资建设。旅游进入了淡季，我们到的时候，几
个年轻的小伙子，趁着冬闲，正在村里修建公用
的洗浴间。

据介绍，2014 年普卡旺村民在从事旅游服务
中，户均纯收入3000元。在当地，这几乎是独龙江乡
的人均年收入。随着独龙江隧道的贯通，明年的旅
游者，预期将超今年，这让普清华们充满期待。

记者发现，这个村里，家家户户门口挂五星红
旗。“翻一座山，就是缅甸，也有独龙族。中国强大
了，就更有吸引力，人民更自豪。”村里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