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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能够受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对我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
份，我能够作为海外列席代表，见证历史性的时
刻，终生难忘。

对我们海外侨胞来说，通过列席，能够更加
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我也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

令我更难忘的是，这次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多达5000多人，这在世界范围内
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之前，我们身在海外，看到参加全国两会的
代表委员人数这么多，经常会纳闷如何保证这些
代表都有机会发言。通过这次列席，我亲眼目睹
了全国政协多个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与小组讨
论，并在其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真正感受到参政
议政的浓厚氛围。

这次，我们还旁听了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
报告，从中了解了过去五年中国政府的工作内容
和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努力
之下，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看
到这其中所做种种工作的不易，也看到一步一个

脚印的踏实有力。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概念不仅涵盖了中国

各族人民，还包括港澳台同胞，甚至海外侨胞，
这能促使中国在今后开展重要工作时，将海外侨
胞视为重要成员。

我所在的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对于我们海外华侨华人来说，“一带一路”
建设是一个历史发展机遇，也给我们带来更多发
展机遇。

我在发言中提到，未来中资企业走出来，可
以考虑邀请当地华侨华人参与更多的工程项目，
这既有利于项目的落地发展，也能带动当地华侨
华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地位。

列席期间，我将每天会议的重要信息及时发
给马来西亚当地的华文媒体。作为马来西亚华侨
华人代表，我珍惜这一宝贵机会，并努力发挥好桥
梁作用，向国内传达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心声，也
通过媒体报道，让马来西
亚华侨华人更加了解中国
两会，了解中国发展。

（本报记者 严 瑜
采访整理）

这次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我心情非常激动，
也感到非常荣幸。作为海外列席代表，一次列
席，一生荣耀。同时，也是一生的责任。我深感
荣耀越大，责任就越大。

我出国有20多年，我的切身体会是，中国强
大了，海外华侨华人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现在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在南非的投资规模也越
来越大，中国对南非的经济发展、就业率提升起
到重要作用。

更难能可贵的是，近年来中国帮助包括南非
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促进技术交
流，因此，南非各界都非常喜欢与中国合作，在
非华侨华人的地位也随之大幅上升。总之，中国
就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坚实后盾。

我们常说，在国外越久就越爱国。为什么？
主要原因就是在国外打拼越久，越能体会到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近年来，中国成功举
办了奥运会、G20 杭州峰
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
会晤等重要国际活动。在
国外，是很难办得像中国

这样成功的，这就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
优势。我切实感受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如今，在海外华侨华人的努力下，中华文
化迅速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比如，在南非
举办的各类中国美食节、嘉年华等，都受到当
地人的喜爱。此外，海外侨胞在慈善公益事业
上也积极努力。在南非，华侨华人捐建了大量
小学，得到了南非主流社会的认同。可以说，
每一个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都是一张展示中
国的名片。

这次我列席两会，主要是学习两会精神和国
家政策，回去传达给我们旅南 （南非） 的华侨华
人。今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在中国举行，对
此我也十分期待。中国在非洲有很多合作项目，
这些项目将大幅改变非洲的贫困、疾病、技术贫
乏等问题，促进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们希望以后中国与非洲会有更多的合作项
目，乘“一带一路”东风，给非洲的整体面貌带
来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洲华侨华人也将
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卢泽华采访整理）

自中共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以
来，中国的新气象、新作为始终牵动
世界的目光。作为中共十九大以来的
第一次全国两会，今年两会为国际社
会提供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世界从
中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也对中国将在世界舞台展现
的崭新姿态和崭新作为更加期待。

创新理念 更有活力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
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语点明
两会所处的重要历史节点。

对此，不少外媒不约而同地认
为，作为中共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全
国两会，本届两会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是“新”，这也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留给世界的一个突出印象。

美国 《华尔街日报》 发现，“创
新”再一次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的热词，这反映出中国通过数据和技
术的创新使用来推动经济转型。

俄罗斯卫星网也认为，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将创新发展放到一个非常
重要的位置。该媒体援引专家分析
称，从提质增效方面来看，未来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实现一个新的发
展理念，即以创新作为驱动力。

中国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美国
《福布斯》 杂志近日刊文抛出这样一
个问题。文章称，有关“中国制造”
质量低劣、成本低下的印象已经过
时，中国正在成为高质量、创新和新
科技的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
制造 2025”正是一个使中国形象发
生革命性变化的计划。对于外资企业
而言，投资“中国制造 2025”将意
味着意想不到的超额收益。

事实上，如 《韩国日报》 所言，
中国新时代的新变化，体现在经济、
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新理念、新
技术、新发展，让中国为世界注入更
加强劲的新动能。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在中
共十九大之后，这次两会制定了中国
政府今年的发展计划。为避免投资浪
费，为改善环境，中国已转而强调质
量而不是数量。

美国彭博社刊文称，中共十九大
明确判断，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这次“两
会时间”对中国经济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中国将为未来经济发展制定政
策，包括遏制金融风险、改善污染问
题和调节过剩产能。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我们与中国
的关系。”《澳大利亚人报》引述澳大
利亚对冲基金经理人迈克·欣茨的观
点称，中国描绘愿景的清晰度、中国
长期的计划和执行等都是中国成功的
关键。中国正在改变世界，澳大利亚
等国家需要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
系。

西班牙 《对外政策》 刊文称，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
西方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需要另外
一种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
中国正准备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

球治理模式。

担当责任 更有作为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这个新时
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
瑞士《新苏黎世报》看来，今年两会
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准备如何
走上世界舞台。该报指出，中国承诺
和平发展，愿参与转变国际关系，并
将继续为改革全球治理作出贡献。这
让外界更加确定，“中国正自信地踏
上世界舞台”。

鼓舞世界的不仅是中国声音，还

有步伐稳健的中国行动。今年两会，
修改宪法、启动新一轮国家机构改
革、组建反腐新机构等一系列大事都
让世界感叹，进入新时代，中国更具
领导力，更有新作为。

海外各界纷纷认为，中国此次修
宪恰逢其时，护航新时代发展，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中欧论坛创
始人戴维·戈塞指出，在多边主义受
到严重威胁的当下，中国将“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承诺。中国坚
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这条

道路已经成为世界繁荣和安全的源
泉。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注意到，根据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成立国家
国际发展合作署。对此，该社引述俄
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
安德烈·卡尔涅耶夫的观点称，这个
决定是中国在改革新阶段旨在提高管
理效率的国家机构重组计划的一部
分。中国如今的经济潜力众所周知，
中国越来越经常地援助世界各地的经
济体，这将进一步展现中国作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和负责任的全球
大国形象。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从其中读

出中国希望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意愿，
认为整合重组对外机构职能是新时
代中国外交的部署之一。该报称，一
系列改动反映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翻倍增长的新现实，外交的工作量大
了，涉及面也广了，意味着中国更加
敞开的大门以及更加坚定的大国责
任。

站在世界舞台的耀眼位置，中国
在勇担责任的同时，也以本国实践为
各国提供越来越多的宝贵经验。近
来，宪法修正案中有关增加监察委员
会的内容引发国际舆论的持续热议。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问题专家伊
格纳西奥·科尔特斯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中国特色监察机制不同于很多国
家，其中反腐参与从基层监督开始，
这为世界树立反腐榜样，有助于深化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中国政府治
理能力。世界也将通过这种方式了解
一个积极向上的中国形象。

分享红利 更有魅力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不少外媒认为，“改革”不仅是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也将是今
年中国的关键词。站在这一重要的时
间节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将以怎
样的姿态拥抱世界，又将给世界带来
怎样的惊喜和惠利，全球充满期待。

为什么中国前景光明？新加坡
《海峡时报》 日前在报道中对这个问
题做出回答。该报直言，面对个别担
忧声音，中国经济韧性十足，表现超
乎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
有意愿也有能力制定国家转型所需的
各项改革。持续的供给侧改革将确保
供需平衡进一步改善。

在 《金融时报》 看来，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历程已经证明，经济能够
唤醒中国人的巨大动力，并且仍是

“中国奇迹”发生的重要动力。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思想要再解放，改革要再深
化，开放要再扩大”。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认为，修
改宪法与两会透露出来的一系列改革
举措诠释了中国领导层推动改革的坚
定决心和意志，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改
革和发展有利。

德国财经网也认为，中国政府擅
长推动经济。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
长 6.5%左右。中国市场对外部世界
将更加开放。

一个更为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
带来更多机遇，也在世界眼中更具魅
力。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在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商
务部部长钟山表示，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拟于今年 11 月在上海举
行，目前已吸引到的参展方总数超过
预期。该报称，这项活动被视为中国
2018 年关键的外交活动之一，是中
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保护主
义抬头的大背景下，支持全球化和自
由贸易的实际行动的一部分。对此，
该报引述钟山的话称，博览会体现了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信心，
体现了中国自信、中国担当。这个博
览会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各个
国家的“大合唱”。

美国《侨报》表示，中国政府已
在多个场合明确“继续开放”，政府
工作报告更是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并提出“进一步拓展开
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
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的“开
放”正在升级，更多改善外商投资环
境的政策已经在路上。两会过后，中
国新一轮主场外交将拉开大幕。博鳌
亚洲论坛、上合组织峰会、中非合作
论坛等，都将是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
智慧的平台。进入新时代，中国仍是
全球化的坚定推动者，并愿与世界继
续分享发展红利。

乘中国东风 迎崭新机遇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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