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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赵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16 日在京会见
了由党首山口那津男率领的日本公
明党代表团。

刘云山说，公明党长期致力于
中日友好，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希

望日方与中方一道，继续走和平发
展道路，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改善
国民感情，加强务实合作，促进中
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促进亚洲共
同繁荣。中国共产党愿与公明党加
强各级别交往，为中日关系改善和
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李伟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16 日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玻利维亚副总统加
西亚。

张高丽说，中方愿同玻方一

道，坚持互利共赢，加强各领域
务实合作，发挥贸易和投资“双
引擎”作用，稳步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和资源能源领域合作，积极
开拓产能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赵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
江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克罗
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

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与
克罗地亚议会围绕经济转型、改善
和保障民生等开展更多交流，推动
两国在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加
强合作，促进各自国家法制建设，
为双方人员往来和企业投资合作营
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社

会环境。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了来京参加亚洲政党
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的蒙古民主党主
席、国家大呼拉尔主席恩赫包勒
德。

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深
化同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友好关
系，筹备并开好议会交流机制第一
次会议，实现良好开局。

本报北京 10月 16日电 （记者顾仲阳）
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16日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
题为 《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 的主
旨演讲。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
同使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
除贫困的同时，积极展开南南合作，同舟共
济，攻坚克难，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为各国人民
带来更多福祉。

上午10时许，在中外嘉宾的热烈掌声中，
习近平步入会场。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习近
平指出，在 2000 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
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
千年发展目标。那时以来，各国为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采取行动，进行不懈努力。到今年，千年
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基本完成，全球减贫事

业取得重大积极进展。
习近平强调，在上个月召开的联合国发

展峰会上，各国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今天，我们相聚北京，
就是要向世界表明，我们将加强减贫发展领
域交流合作，积极呼应和推动2015年后发展
议程的落实。

习近平指出，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
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30多
年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
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主导、坚持
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坚持
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减贫
道路。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
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积极帮助，中
国 6 亿多人口摆脱贫困。2015 年，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

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全面小康是全体中
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 5
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落实2015年后发展
议程的重要一步。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大幅增加扶贫投入，
出台更多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
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坚
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注重扶持对象精准、项目
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
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坚持分
类施策，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

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支持和帮
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
贫困。中国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大洋洲的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先
后为 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
提供帮助。

习近平最后强调，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
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未来15年，对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发展的关键时
期。对此习近平提出倡议，着力加快全球减
贫进程，着力加强减贫发展合作，着力实现
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着力改善国际发展环
境，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乍得总统代比、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
奇、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国会主席巴妮、
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联合国副秘书长、
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陈冯富珍先后致辞。他们认为，中国在建
设小康社会以及减贫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
较短的时间内使数亿人口脱贫，极大推动了
全球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期待继续同中国
开 展 减 贫 方 面 的 对 话 和 合 作 ， 共 同 推 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视频致辞表示，很高

兴看到中国为减贫做出了一系列承诺，让我们
携起手来，为所有人创造更有尊严的生活。

王沪宁、汪洋、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上述活动。

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题是“携手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包括有关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国家
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共
计300余人参加了论坛。

大会前，习近平会见了 2015“中国消除
贫困奖”获奖者代表。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
一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动员
全社会参与、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 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
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 中国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
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
标提供帮助

图为习近平与出席论坛的外国领导人步入会场。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图为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主
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习近平出席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携手消除贫困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发展
积极呼应和推动积极呼应和推动20152015年后发展议程落实年后发展议程落实

张德江会见克罗地亚、蒙古国领导人

刘云山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

张高丽会见玻利维亚副总统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部
署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指导意见》明确，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城
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
用。到 2020年，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到
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部署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本报北京 10月 16日电
（记者严冰） 记者今天上午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雅
加达当地时间 10 月 16 日，
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成的
中国企业联合体，与印度尼
西亚维卡公司牵头的印尼国
企联合体正式签署组建中印
尼合资公司协议，该合资公
司将负责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的建设
和运营。这标志着中国铁路
特别是高速铁路走出去取得
重大突破。

印尼首都雅加达至第四
大城市万隆的高速铁路全长
150公里，最高设计时速300
公里，拟于 11 月开工建设，
3年建成通车。

中
印
尼
签
署
合
建
雅
万
高
铁
协
议

10 月 16 日，
“滨新欧—滨州
号”79588 次国
际货运班列从山
东省滨州市博兴
火车站出发，开
往 乌 兹 别 克 斯
坦，这是黄河三
角洲地区首次开
通的国际货运班
列。图为“滨新
欧—滨州号”货
运 班 列 准 备 出
发。

新华社记者
周 科摄

黄河三角洲地区黄河三角洲地区

首列国际货运班列开通首列国际货运班列开通

“世界是平的”，也是分的：内
陆与海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核心与边缘……彼此相互联系，
却又差别巨大，颇有点中国的一句古
话——“咫尺天涯”的味道。而以“五
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带来的互联
互通为特征，真正的包容性全球化
理应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
构想，旨在实现互联互通，造福沿线
和世界。秉承“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理念，“一带一路”绝非简单的
一条“带”、一条“路”。“丝绸之路经济
带”，是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以点带
线”“以线带面”等经验的延伸，通过
各种经济走廊形成经济带，与海上经
济走廊形成陆海联动的系统化效应；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强
调在 21 世纪里如何实现港口改造、
航线升级换代提升航运能力，进而促
进相关国家及世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带一路”
好比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极可能开
创几百年未有之新局，体现的是中
国崛起后的天下担当，预示着中国
与世界关系的三大转变。

首先，从全球分工体系看，“中国
制造”（made in China）开始转变为

“中国建造”（built by China）。
“一带一路”旨在为欧亚非沿线

60 余国家、44 亿人口建立由铁路、
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
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
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并通过产
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建筑业、冶
金、能源、金融、通讯、物流、旅
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通过

“五通”来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
区，最终形成欧亚非大市场。

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已经进
入工业化中期，拥有处在世界中端
的工业生产线和装备制造水平。在

这方面，欧洲发达国家则处于高端
水平，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
国家尚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显然，
中欧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将使全
球产业链首尾相顾。

第二，从外交布局看，“以空间
换取时间”开始转变为“时空并
举、陆海联动”。

中国古代历来有塞防—海防、
北上—西进之争，而“一带一路”
超越了这些论争。

“一带一路”地理覆盖范围广，
贯穿欧亚大陆，辐射沿线，将欧亚
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中
国外交重视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
色，体现“时空并举、陆海联动”
的思路。“一带一路”同时从陆上、
海上推动，将带动中亚、西亚等内
陆丝绸之路及“全球化洼地”国家
走向海洋、实现发展，因此受到这
些国家的欢迎。

第三，从国际体系看，中国崛

起开始转变为中华文明复兴，同时
推动其他文明复兴。

近代西方开创的现代化是竞争
性的现代化，各国竞相追求现代
化，结果却是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
性，给地球与人类社会造成不可承
受之重。究其原因，现代化掩盖了
人类的共同性——和平与发展，文
明的复兴与人性的回归。

“ 一 带 一 路 ” 将 人 类 四 大 文
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
度文明、中华文明串在一起，通过
欧亚非的互联互通，推动内陆文
明、大河文明复兴，推动发展中国
家脱贫致富，推动新兴国家成功崛
起。一句话，以文明复兴的逻辑超越
了竞争性现代化的逻辑。从这个意义
上说，“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开始，人类社会
共同发展新的开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事务研究
所所长）

“一带一路”：一个新的开始
■ 王义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