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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31日电（记
者赵明昊、杨迅）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3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由美国智库阿斯彭学会组
织、18名美国国会参众议员组成
的访华团，并同他们对话座谈。

李克强表示，中美关系的
重要性日益突出。习近平主席
将在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期

间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中
美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彼此之间
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
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互利共赢，努力扩大共同
利益，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推
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这也将为地区和世界的和

平稳定作出贡献。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美方

积极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
判，争取早日达成一个高水平、
双向平衡的协定，为中美经贸往
来创造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

李克强强调，中国的发展
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
周边环境。我们将始终致力于
睦邻友好，愿同地区国家携手
努力，展现智慧、扩大共识，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
发展大局。

本报华盛顿3月30日电（记者杜尚泽、王如君、
张朋辉） 3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首都华盛
顿，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

当地时间晚上 7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安
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舷梯前迎接。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也到机场迎接。
本届核安全峰会的主题是“加强国际核安全体

系”。习近平将出席峰会所有正式活动并发表重要讲
话，宣示中国在核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出席峰会

期间，习近平还将应邀出席伊朗核问题六国机制领导
人会议。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捷克国事访问后抵达华盛顿
的。当地时间 30 日下午，习近平离开捷克首都布拉
格。离开时，捷克外长扎奥拉莱克、总统办公厅主任
米纳日等到机场送行。

▶ 3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首都华盛
顿，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
会。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习近平。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结束捷克之行

习近平抵华盛顿
出席核安全峰会

李克强会见美议员代表团

连日来，由北海舰队潍坊舰和长兴岛船组成远海训练编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进行了一场
多科目实兵训练。该编队3月26日从青岛起航进行远海训练，并将赴印度尼西亚参加“科摩多
—2016”联合演习。 逄忠平摄 （人民视觉）

海军编队远海训练海军编队远海训练海军编队远海训练

本报华盛顿3月31日电 （记者杜尚泽、章念
生、高石） 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会见丹
麦首相拉斯穆森。

习近平指出，中丹关系发展凝聚了两国几代领
导人的智慧和心血。近年来，中丹政治互信不断增
强，务实合作全面推进。新形势下，中丹关系持续
深入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目前，中丹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我们要加强政治引领和顶层设计，保持高
层交往势头；对接发展战略，着力深化互联互通、
绿色发展、低碳循环、医药食品等领域合作，打造
更多旗舰合作项目；推进人文交流互鉴，密切人员
往来，促进青年交流；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
的协调。希望双方携手努力，将2016年打造成为中
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取年”，推动中丹关系

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中欧关系，期待丹方为推进中欧“四大
伙伴”关系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中方愿继续加
强同北欧国家在企业创新、绿色发展、人文交流等
领域合作，形成中国同北欧关系及中欧关系相互促
进的良好局面。

拉斯穆森表示，丹麦致力于推进丹中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丹中关系潜力巨大，当前面临良好发展
机遇。丹方愿同中方深化在国家和地方各层面各领
域互利合作，密切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加强在
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发展更加密切的中欧
和中国－北欧国家关系。丹方支持承认中国完全市
场经济地位。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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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3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习近平主席从 3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出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
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
会。期间，习近平主
席将同美国总统奥巴
马举行会晤。这将是
两国元首今年首次面

对面会晤，对推动处于关键时期的中美
关系具有关键意义。

建交 37 年来，中美关系栉风沐雨，
但一直保持前行，创造了奇迹。历史已
经证明，中美关系的价值具有时代意
义。一方面，它确保了冷战以和平方式
宣告终结；另一方面，它让中美两国受
益良多。美国商务部 2 月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5 年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
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中美去年货
物贸易总额约为 5981 亿美元，超过美国
与加拿大之间的 5755 亿美元。中国商务
部估计，2024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有望超
过1万亿美元。

如今，一个新的历史责任又降临到
中美两国身上：如何共同描绘两国合作
关系的升级版，构建让人更加心安的中
美关系？中美需要在反恐、气候变化、
国际热点、全球经济治理、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开展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合作。
当前美国的大选日趋激烈，中美关

系将再次经受考验。这时候尤其需要警
惕干扰、减少风险，防止因小失大。近
日，戴秉国在与基辛格对话时强调，美
国不要等到失去中国时追悔莫及。中美
两个国家不仅应该，也完全有信心、有
能力、有智慧来携手跨过这个所谓“修
昔底德陷阱”，创造新的历史，走出一条
新路来。基辛格则指出，未来中美两国
应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

美国需要学会适应一个自信的中
国；中国也正在学习如何做一个自信的
大国。这种自信意味着要承担更大责
任，而不等于咄咄逼人，更不等于要变
成另一个美国。

首先，中国提供一些国际公共产
品，有助于分担责任，减少美国的压
力。美国有人吐槽中美关系，担心中国
积极主动的外交会削弱美国在国际议程

设置上的主导权，或担心中国要另辟蹊
径，制订规则、另立山头。这种担心不
乏有想象的成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
务、提出倡议，献计献策，正是在建设
性地承担责任，而不是搭便车。中国既
得益于现行秩序，又面临如何改善国际
秩序的国际期待。实践证明，中美合作
可以办大事。近年来，从伊朗核协议到
气候变化，从构建一个公平、合作、共
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到全球经济治理，
中美通力合作的表现可圈可点。

其次，做好两国关系的“加减法”，
有助于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
指出，凡是有利于为中美两国关系注入
正能量的，都要做“加法”；反之，都要
做“减法”。中国只有更自信，才能更有
力量去做好“加减法”。而奥巴马近日在
接受 《大西洋月刊》 专访时说，衰落的
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问题是，美
国如何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

的和平崛起。
2016 年是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

的第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的开局之年，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
发展这篇大文章。中国将在 9 月初主办
G20 峰会，为振兴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方
案。中国所做的这一切，客观上都是在
为中美关系做“加法”。因此，中美应共
克时艰，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
扰，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中美关系升级版如何描绘？
■ 阮宗泽

中美关系升级版如何描绘？
■ 阮宗泽

本报长春3月31日电 （记者孟海鹰） 31 日，
国内首款能够适应高寒地区检测需求的“高铁医
生”——时速350公里高寒综合检测列车在中车长
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线，即将前往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环铁试验线进行整车型式试验。

该车预计于4月底完成整车型式试验后，赴大
西线开展整车高速试验，并首次在大西线开展线
路综合检测工作。

图为在中车长客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高寒
综合检测列车等待验收。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时速350公里高寒检测列车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