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俄罗斯乌法7月8日电（记者杜尚
泽、林雪丹） 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在俄罗斯
乌法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们在中国西
安就充实中印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构建两
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
识，向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印两
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积极
信号。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我们达成的各
项共识正在得到落实，两国立法机构、铁
路、产业园区、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稳步
推进。

习近平强调，当前，双方要共同努
力，维护中印关系积极发展势头，开创互
利合作新局面。双方要保持高层接触，加
强各层级战略沟通。要按计划完成重大合
作项目可行性研究，打造中印合作旗舰项
目。要实施好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开
展好智库、媒体、地方合作。要妥善管控分
歧，共同努力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要
携手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探讨

将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同印方有关倡议
有效对接，实现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印同为金砖国家坚定
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要共同致力于建设
金砖国家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
关系，努力推动金砖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
作用，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莫迪表示，当前印中关系发展良好，
两国互信进一步增强。我同习主席多次会
面，印中双方高层保持着密切沟通。近年
来两国经贸合作进一步扩大，科技、外
空、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项目不断推进。
印度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印投资。印方愿
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妥善处理好
边界问题等两国间分歧。

莫迪表示，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金砖
国家框架下的合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为印中深
化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印度愿积极参与
上述银行的建设和合作项目。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周小川等
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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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刘东凯）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8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白俄罗斯
副总理加里宁。

张高丽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的好朋友和重要合作伙
伴。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对白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取得丰硕
成果，对进一步丰富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引领两国
关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共识，推动中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迈上更高水平。中白工
业园是双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和平台，中方愿
与白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将园区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明珠和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郝亚琳） 全国政协主席俞
正声8日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参议长巴尔沃萨。

俞正声说，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墨期间，两国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中墨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两国
高层交往频繁，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希
望双方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墨关系，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努力把中墨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服务和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

俞正声向客人介绍了中国政治协商制度，表示中国全
国政协愿与墨方密切人员往来，加强交流互鉴，促进务实
合作，为推动中墨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点督查情况汇报

俞正声会见墨西哥参议长

张高丽会见白俄罗斯副总理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7 月 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点督查情况
汇报，对落实不力的坚决处置整改；部署整
改审计查出问题，把宝贵的公共资金资源用
到促发展惠民生上；决定加大国家助学贷款
力度，为贫困学子创造公平成长环境。

会议指出，近两个月我国经济发展中
积 极 因 素 不 断 增 加 ， 结 构 调 整 步 伐 加
快，财政货币政策持续显效，发展动力

和抗风险能力增强，有信心、有条件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进
一步抓好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
目落实，对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促进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会
议听取了国务院督查组对 18 个省份和 35
个部门、单位重点督查情况的汇报，对
相关地区和部门主动有力抓好党中央、
国务院各项政策落实予以充分肯定，同
时要求抓紧整改发现的问题。

本报俄罗斯乌法7月8日电（记者杜尚泽、陈
效卫）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在俄罗斯乌法会见俄罗
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们在莫斯科成功会晤，
共同出席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向世界发出维
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国际正义的呼声。我
们商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
设对接，重点开展投资、金融、能源、高铁等基础设
施建设、航空航天、远东开发等领域合作。两国政府
有关部门正落实我们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合作共识，
一些新领域合作已经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强，
合作领域宽，市场空间广阔。两国要深化经贸合
作，继续大力改善贸易结构，培育新增长点，加
快推进战略性合作项目，打造高质量合作平台。
双方要将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
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重要平台，拓宽两国务实
合作空间，带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合作、繁
荣。两国要加强人文交流合作，筹划好中俄媒体
交流年活动，增进两国媒体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

习近平指出，中俄应该继续在上海合作组织中
保持高水平战略协作，共同责成相关机制深化合
作，在打击恐怖主义、禁毒等领域采取有力举措，维
护地区安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本地区各国
共同利益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即将举行的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我们要坚定信心，加强
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金砖国家更紧密、更全
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我们赞成金砖国家一致
向世界发出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促进
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积极信
号，巩固金砖国家在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主
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金砖国家要加强相互经济合
作，加快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
排，携手打造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要就 2015年后
发展议程、气候变化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反恐、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重点问题密切协调，维
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普京表示，很高兴时隔两个月在乌法再次接
待习近平主席。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

深入发展。双方各领域交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
保持积极合作。俄中经贸关系日益重要。中国已
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金融领域合作
进一步发展。俄方积极参与中方发起的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俄中两国基础设施、能源、
航天、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稳步推进。我同习主席
今年5月决定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
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相信将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更
大动力。俄中人文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
友谊，俄方赞同办好两国媒体交流年活动。

普京表示，俄中可以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
国家框架内开展更加密切的协调，共同推动上述机
制促进成员国团结合作，在成员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上发挥重要作用。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
换了意见。

又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抵达乌法，应俄罗
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
次会晤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

当地时间下午 1 时 20 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
机抵达乌法国际机场。舷梯前，身穿俄罗斯民族服
饰的青年按当地迎接贵宾的传统，向习近平敬献面
包和盐。习近平掰下一小块面包，蘸盐品尝。俄罗斯
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行政长
官，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到机场迎接。

乌法是俄罗斯联邦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
府，位于乌拉尔山脉南麓，乌法河畔，是俄罗斯
经济、文化、科技中心之一和交通枢纽城市。这
是俄罗斯第二次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本次
会晤主题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
强有力因素”。这也是俄罗斯第四次举办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将规划上
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并就加强成员国合作及当
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协调立场。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7 月 8 日上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俄罗斯联邦总
统普京邀请，赴俄罗斯乌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七次会晤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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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七次会晤。我们要坚定信心，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

建设金砖国家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和全民族抗
战爆发 78周年纪念日。针对中国政府
开展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日本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妄
称，中方过于强调抗日并将历史问题
国际化的做法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日方此番言论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斥
为“令人匪夷所思”。

菅义伟的发言代表日本政府，如
此匪夷所思的言论也并非第一次。去
年7月7日，面对有关中国抗战纪念活
动的提问，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即有相
似回答。一年过去了，日本政府似乎
连表态的口径都没有变，并且在指责
中方之后，又拿日本战后和平道路获
国际社会肯定来规避实质性问题。

“难道日方一再对历史问题闪烁其
词、左顾右盼，甚至淡化、美化侵略
历史，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如此反问，直指日本
在历史问题上错误言行的要害。

第一，中日关系屡陷困难的主要
根源，在于日本对历史存在认知问
题。回顾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日
关系，可以看出，大多数波折的起因
都是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每一次由于历史问题导致两国关系出
现困局，都是由日方挑起的。无论是参
拜靖国神社，还是修改历史教科书，概
无例外。中国并非揪住历史问题不放，
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在政界的代表
人物和支持者规避日本侵略战争责任，
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不断用错
误言行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伤口上撒盐，
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

第二，日方对中方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有关活动加以歪曲、抹黑是徒
劳的。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隆重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目的是为了“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这 16 个字是贯穿于中国抗战

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落脚点
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纵观今年包括俄、美、法等在内
的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纪念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的活动，无不体
现了同样的主题。中国举办纪念活
动，并非是要拿历史问题敲打、压制
日本，但中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日方
的错误史观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日本与其花样翻新地践踏
历史，不如诚实地面对和反省历史。
日本要增强民族自豪感，要当“正常
国家”，要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一
员，这一愿望本无可厚非，但实现的
方式和路径选错了。跟历史事实较
劲，不敢直面历史，不愿反思侵略；
同历史潮流较劲，宁愿以邻为壑，不
愿实现历史和解——这样的日本，对
应该选择的道路视而不见，对中日友
好合作的大局弃之不顾，只会给中日
关系设置障碍，损害地区一体化进

程，到头来也会损害日本的利益。
“谁不反思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

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
会重蹈覆辙。”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在
1985 年 5 月 8 日二战结束 40 周年之际
所说的这句话可谓振聋发聩。这样的
心态和历史观令人尊敬。在德国这面
镜子前，日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一切
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日本把
历史当成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
捏，但历史毕竟不能任人拿捏。日本
又把扭曲的历史观作为塑造现实的基
础，以为现实也是日本可以随心所
欲、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橡皮泥，这
难道不是掩耳盗铃吗？在国际社会纪
念二战胜利 70 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
上，日本应该慎重地想清楚——怎样
做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才能开启面向未来的大门，而不是继
续做一个麻烦制造者。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掩耳盗铃 日本把历史当橡皮泥
■ 华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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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强调

开创互利合作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