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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刘志强）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19日在北京参观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
技术成果展。他强调，军民融合是国家战
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
举，又是强军之策。军民融合不断取得阶
段性成果，呈现出加快发展良好态势。要
继续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从需求侧、
供给侧同步发力，从组织管理、工作运
行、政策制度方面系统推进，继续把军民
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实，加快形成军民深
度融合发展格局，切实打造军民融合的龙头
工程、精品工程，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观
展览。

上午9时30分，习近平来到中国人民解
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走进展厅参观展览。
展览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教育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工局、全国工商联联合
举办，以“全面落实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全面推
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为主题，共分为科技创
新区、竞争活力区、基础保障区、信息发布区、
大型实装展示区等5个展区，通过高技术产品、
高新技术成果等，全面系统展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军民融合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技术先进的北斗导航卫星、水下机器
人，可替代进口器件的精密光学仪器，军民
通用计算机和射频集成电路；在军民融合领
域拥有广阔应用前景的整体精密铸造技术、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核心技术、云数据加密
技术；高效便捷的混合动力新能源电站，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激光3D打印机，整齐
排列的无人机、无人舟艇等大型装备……一
件件实物、一个个模型、一段段精彩视频，
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
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认真听取讲解，并详细
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国务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参观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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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刘诗瑶、余建斌）19日3时31分，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这是天宫二号自9
月15日发射入轨以来，与神舟飞船开展的首次交会对接。

在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后，19日6时32分，航
天员景海鹏、陈冬先后进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神舟”“天宫”手拉手
两名航天员开始“天宫”生活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全国冬
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
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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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是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脱贫致
富的重要途径，也是补短板、扩内
需、稳增长的有力举措。要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抓住今冬明春
农闲时机，针对水利设施薄弱环节，

加强规划指导，深化水利改革，创新
投入、建设、运营、管护长效机制，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积极吸引各
类社会资本投入，充分调动基层政
府、社会、农民群众等各方参与积极
性，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和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着力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
系，为保障国家防洪和供水安全、推
进农业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
杨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的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乌方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发挥互补优势，扩大
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农牧业、清洁
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声音抬头的
背景下，中乌启动自贸协定谈判联合
可行性研究，有利于向国际社会发出
维护贸易自由化、推进经济全球化的
积极信号，有助于推动中国同拉美以

及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经贸合作再上新
台阶，更好实现互利双赢、多赢。

又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1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乌拉
圭总统巴斯克斯。

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
拉圭国会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
重要共识，加强往来、增进了解，相
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同时积极
推动双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国
务实合作营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
境，为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举行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会见乌拉圭总统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大会将于10月 21日上午10时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新华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网也将同步直播。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倪光辉）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
19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
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等，与首都3000多名群众一起观看演
出，共同回望那段光辉岁月。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灯光璀璨，二楼眺台
悬挂着横幅：“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新的长征路！”舞台上，瑰
丽的霞光映照着绵延的群山，红军将士奋力前行
的群像栩栩如生，“永远的长征”五个金色大字熠
熠生辉。舞台两侧，坚实的城墙高高托举起红色
五角星，寓意伟大革命指引光辉前程，“1936－
2016”字样醒目标记着胜利的纪年。

19时 55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步入大礼
堂，与老红军代表亲切握手，向他们致以崇高

敬意。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征途漫漫，红旗飘飘，日月星辰千秋照

耀……”伴着悠远的钟声，巨大的红军形象浮雕
墙徐徐升起，合唱团齐声高唱《红旗飘飘》，拉
开整场晚会的序幕。
《突破封锁线》《十六字令?山》《十送红军?映

山红》《血战湘江》《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遵义会
议放光辉》等节目气势磅礴，动人心魄……第一
篇章《红军不怕远征难》再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
旷世罕见的战略大转移，讴歌了中国革命从血泊
中顽强爬起，走上正确道路的伟大转折。第二篇
章《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四渡赤水出奇兵》《飞
越天堑》《冷的铁索热的血》等节目真实再现长征
中的经典战役场面，展现红军将士不怕牺牲、一
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第三篇章《革命理想高于
天》中，《爬雪山》《沼泽》《活着走出草地》让观众
体会着长征途中的苦难与悲壮，《山丹丹花开红

艳艳?红军胜利到陕北?会师歌》《十送红军》《七
律?长征》等脍炙人口的旋律又把人们带入欢庆
胜利的激情与豪迈。《永远的篝火》《我们从古田
再出发》《不忘初心》《跟着你》……第四篇章《梦
想照亮新征程》中，一首首歌曲昂扬向上，一段段
舞蹈刚劲有力，歌曲《走好新的长征路》将晚会推
向最高潮。

整场晚会以大型情景史诗的形式，综合运
用音乐、舞蹈、戏剧、情景表演、多媒体等舞
台手段，突出表现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浴血奋
战、克服艰难险阻的战斗生活，突出表现中国
共产党人坚定信仰、追求理想、敢于牺牲、勇
于胜利的精神品格，突出表现长征精神的历史
传承和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
挽救民族危难的历史担当和引领民族复兴的中
流砥柱作用，进一步凝聚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信念与力量。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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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菲律宾总

统杜特尔特于10月18日至21日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杜特尔特在行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访华是

其总统任期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希

望通过此访“向中国伸出友谊之

手”。中国外长王毅日前称杜特尔特

访华是一次“历史性”访问，表示中方

已做好准备，伸出合作之手。

对中菲两国来说，这是一次跨

越南海的握手。

这次握手来之不易。菲律宾前

总统阿基诺三世在南海问题和对华

政策上采取对抗态度，屡次挑衅。

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着手调整对

华政策，中菲双方增加了接触，迎

来了中菲关系的转机。

这次握手意义非凡。可以看

出，中菲双方都期待通过杜特尔特

此访，修复政治互信，妥善处理分

歧，深化务实合作，延续传统友谊。

这次访问若取得成功，将成为中菲

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有助于推动两

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事实证明，横亘在中国与菲律

宾之间的南海，既可能使两国在政

治上产生隔阂，也可能成为双方构

建紧密关系的纽带。何去何从，主

要取决于菲方是否具有真诚态度、

能否作出正确选择。中方始终致力

于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当事国

通过磋商和谈判和平解决有关南海

争议，并愿与东盟国家一道努力，积

极探讨在南海开展务实合作，共同

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将南海建

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

海。中菲对管控南海问题上的分歧

是有过共识的，在探索南海合作方

面也有过成功案例。对话和协商是

解决争议的唯一正确和可行途径，

除此之外其他的路都是走不通的。

毋庸讳言，围绕南海问题的争

议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通过一次高

层访问不可能使南海问题烟消云

散。正因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重

要性，中方早就提出“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的主张。在涉及领土主权和海

洋权益争议时，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

放弃自己的立场。在一时难以调和

双方立场的情况下，在最终解决南海

问题之前，选择“搁置争议”，并探讨

推进共同开发的途径，最符合各方共

同利益。至关重要的是，搁置争议，

不使问题复杂化，可以为两国在重要

领域的合作创造条件。

中菲跨越南海的握手，是两国

共同利益使然，这符合中菲两国人

民的共同期待。当然，正如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所说，对于此访的确也

有人焦虑、失落，五味杂陈。中菲

两国开始商讨超越南海问题，在拥

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拓展务实合作，

这对醉心于“亚太再平衡”并为此

一再操弄南海议题的美国来说是一

个不小的打击。

一些美国舆论一再提醒菲律

宾：美菲同盟关系是菲律宾同中国

打交道的靠山。但这一逻辑根本站

不住脚。中国同众多不是美国盟国

的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合作伙伴关

系，还通过和平谈判同大多数邻国

解决了边界问题。相反，美国借助

阿基诺政府插手南海问题，反而恶

化了中菲关系和地区合作的氛围。

如果杜特尔特政府选择“疏远”美

国，那不是因为中国的“拉拢”，

而是由于菲方开始重新思考过去几

年的美菲关系对菲律宾到底意味着

什么。

中菲跨越南海的握手，是两国

民心所向，也符合地区和平与发展

的潮流。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跨越南海的握手
■ 贾秀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