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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13日电（记者杨迅） 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

习近平指出，中加两国都是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在实现各
自国家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拥有重要共同利益和广阔
合作空间。近年来，中加关系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为两国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促进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
稳定、繁荣。中方愿同加方保持高层交往，用好各层级对话机
制，扩大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之间和各界的交流。双方
要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一道努力，推动中加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加双方应挖掘潜力，深化经贸、执
法、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扩大优势互补，促进互
利共赢。双方要尽早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提升两国贸

易水平，扎实推进能源资源、现代农业、清洁技术等领域
务实合作。中方愿同加方扩大教育、文化、青年、旅游、
冰雪运动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中加关系社会和民意基
础。双方要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联
合国权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约翰斯顿表示，加中友谊源远流长，人民间友好交往
日益密切。加拿大高度评价中国在可持续发展、减贫、环
保、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加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
交往，加强经贸、科技、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会见后，习近平与约翰斯顿共同见证了两国文化体育
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王慧慧）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3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加关系进入稳定健康发展的新阶
段。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富有成果的会见。中方愿同加方
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挖能源矿产、基础设施
建设、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等领域合作互补潜力，积极推
进自贸商谈，共同发出支持自由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的积极信号。扩大教育、旅游、体育特别是冬季运动方面
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加关系全面向前发展，更好实现互
利共赢。

在谈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李克强指出，应对气候
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愿同加方在清洁能源等
领域深化合作。

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督

推动中加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李克强同日会见

张德江访问葡萄牙
据新华社里斯本7月12日电（记者韩墨、章亚

东） 应葡萄牙议长罗德里格斯邀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张德江10日至12日对葡萄牙进行正式友好
访问，在里斯本分别会见总统德索萨、总理科斯
塔，与议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谈。

会见德索萨总统时，张德江首先转达了习近平
主席的亲切问候。张德江说，希望双方牢牢把握住
中葡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增强政治互信和战略协
作，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共同推动双方
互利合作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更好地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会见科斯塔总理时，张德江指出，希望双方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与罗德里格斯议长会谈时，张德江强调，中国
全国人大愿与葡萄牙议会携手努力，提升两国立法
机关合作水平，坚定维护友好合作大局，为中葡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会谈
前，张德江与罗德里格斯共同签署了 《中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与葡萄牙议会合作谅解备忘录》。

访问期间，张德江还出席了中葡直航通航仪
式、中葡有关企业合作成果展。

俞正声会见赤几副总统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王卓伦） 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 13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赤道几内亚
副总统曼格。

俞正声说，中赤几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
弟。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堪
称南南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赤几方一道，乘着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东风，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为抓手，充分发挥政治互信、
经济互补、人民友好三大优势，推动中赤几平等互
信、合作共赢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更快更好发展。

曼格说，赤道几内亚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衷心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愿同中方进
一步加强在政治、经济、人文、政党等各领域合
作，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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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回归祖国暨
中国人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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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辽宁
舰编队顺利完
成任务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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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持续深入
探索检验航母
编队远航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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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曾 涛摄

航母编队航母编队
开展协同训练开展协同训练

国办印发国民营养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年）》（以下简称
《计划》），从我国国情出发，立足我国人群营养健
康现状和需求，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内国民营养工
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施策略和重大行动。

《计划》提出六项重大行动提高人群营养健康水
平。一是生命早期1000天营养健康行动，提高孕产妇、
婴幼儿的营养健康水平。二是学生营养改善行动，包括
指导学生营养就餐，超重、肥胖干预等内容。三是老年
人群营养改善行动，采取多种措施满足老年人群营养改
善需求，促进“健康老龄化”。四是临床营养行动，加强
患者营养诊断和治疗，提高病人营养状况。五是贫困地
区营养干预行动，采取干预、防控、指导等措施切实改善
贫困地区人群营养现状。六是吃动平衡行动，推广健康
生活方式，提高运动人群营养支持能力和效果。

近年来，中国理念日益受到国
际社会青睐。

最新的例子发生在日前举行的
G20汉堡峰会上，东道国德国在峰会
主题与各项议题设置上，充分延承
了去年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的“联
动”“创新”等理念。而此前，联合
国的多份文件中明确写入中国提出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
带一路”倡议。不仅如此，从政治
到经济、从社会到民生，中国的发
展理念在世界上也收获了越来越多
的认可，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是过去一些年来国际社会反思西
方发展模式的结果，也是世界各方
重新发现中国的产物。

2008 年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爆 发 以
来，全球思想界学术界多维度分析
批判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发展的严重
危害，逐渐得出一些结论，如“政
治选举化、经济私有化、治理市场
化”模式的治理效能日渐失灵，甚
至成为导致全球经济失速、社会失
序、政治失败、文明失落的原因所
在。反观中国，“风景这边独好”。
在多数人眼里，中国经济长期保持
中高速增长，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
定，政治支持率长期保持高水平，
民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也长期处在
国际领先位置。在此背景下，中国
发展模式、治理经验的优点被更多

地发掘出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理念
走到世界面前。

以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为 时 间
点，近 10 年来，中国日渐走向世
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有担当的
世界大国。从 G20 到金砖机制，从

“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
积 极 地 为 世 界 提 供 优 质 公 共 产
品。这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体
系中的制度话语权，还打破了西
方舆论对“中国威胁”或“中国
崩溃”的两极化恶意揣测，颠覆
着西方政治理论中“国强必霸”“国
强必战”的思维惯性。

中 国 理 念 缘 何 越 来 越 受 到 青
睐？这有着多种原因。首先，中国
理念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中
国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
显要比西 方 传 统 的 “ 胡 萝 卜 ＋ 大
棒 ” 理 念 更 得 世 界 民 心 。 其 次 ，
中国的理念更符合发展实际。中
国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以工业
园为平台的发展优先理念，远比
欧美国家对外推行以意识形态先
行、以政治变革为前提的民主优
先 理 念 ， 更 符 合 各 国 实 际 。 再
次，中国理念既与现有国际秩序
对接，又直面时代难题。“一带一
路”所倡导的“五通”，就是典型
体现。中国理念以人类共同利益
为出发点，以平等互利为基本原

则，让世界看到了经济复苏、文
明复兴的真正希望。与一些国家
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主张贸
易保护主义、处处喊叫“本国优
先”相比，中国理念的“政治站
位”要高得多，胸怀和眼界要宽
得多。

多年前，美国学者弗兰西斯·
福山曾宣称“历史终结”，即世界
史的演进进程将会止于以西方资
本主义为模式的终点上。鉴于 20
多年来的世界政治发展实际，这
位福山先生最近这样反问道：（西
式） 民 主 到 底 是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案，还是问题的根源？中国理念
在 世 界 上 越 来 越 多 地 受 到 青 睐 ，
则进一步地将福山先生先前的判
断证伪——历史没有终结，而是刚
刚拉开新的序幕。这是真正的大
趋势，值得福山先生也值得我们
大家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理念缘何日益受到世界青睐
■ 王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