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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东京5月9日电（记者白阳、刘军国） 当地
时间5月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
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日是重要近邻和世界主要经济
体，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系到双方人民的福祉，
也关系到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日
关系前些年经历了不少风雨，走过了一段弯路。近来
日方在对华关系上释放重要积极信息，两国关系出现
改善向好势头。我此次访问的目的，是要同日方共同
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并希望双方相向而行，
努力保持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李克强强调，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
年。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
明确提出发展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无论形势如
何发展变化，双方都要恪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
各项原则，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维护政治
基础，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共同开创两国关系未来。日
本政府和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正视和反省过去那段历
史，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加以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希

望日方信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要共同维护
东海局势稳定向好的局面，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
好之海。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
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在行动中，使和平共处、世代友
好始终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和前进方向。

李克强指出，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引
擎和支撑。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应进一步挖掘潜
力，加强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
享经济、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合作，探讨“一带一路”
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双方已就签署本币互换
协议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同意给予日方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双方要发扬民间友好传
统，加强文化、地方、教育、体育、媒体、青年等交流，进
一步做好拉近民心的工作。

安倍晋三表示，去年以来，日中关系得到切实改
善，双方重启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并实现外长互访。回
顾走过的路，展望未来，日方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愿
以李克强总理此访为契机，继承前辈的精神，持续改

善并推进日中关系，推动将战略互惠关系落到实处，
构筑更加成熟的日中关系。日方愿同中国加强政治互
信，保持高层往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
协调。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规定，仅同台湾保
持民间往来。日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愿继续推进双
方重点领域合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基于
规则的公正、开放的多边体系，进一步扩大投资、旅
游、文化、食品、减灾、海洋开发等领域交流合作。联合
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
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李克强与安倍晋三共同见证了人文、
医疗卫生、服务贸易、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建立海
空联络机制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安倍晋三在迎宾馆广场为李克强举行隆重
欢迎仪式。李克强抵达时，安倍晋三前往迎接，两国领导
人登上迎宾台。军乐队奏响两国国歌，中国、日本国旗迎
风飘扬。李克强在安倍晋三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灾区十年重建，百姓安居乐业

十年前，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突袭北川，老县城16.4万人全面受灾，14.2万人无
家可归，2万余名同胞遇难；全县基础设施毁于一旦，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亿元。

十年后，从高空俯瞰北川新城，则又是另一番情景：
城区面积不算太大，布局却井井有条。纵贯县城的新北川大道、滨河路、新

川路、禹龙路平展如镜，车辆来来往往，路旁绿树成荫；文化中心、体育中心、影
剧院、抗震纪念园、北川中羌中医院、北川中学、羌族特色步行商业街……一座
座建筑风格各异，羌味浓郁。

恬静，舒缓，淡然，这就是北川新城给记者带来的第一印象。
汶川县映秀镇，“5·12”汶川特大地震震中，如今一座新城拔地而起。颇具特

色的集镇路面干净，餐馆、茶馆、土特产店铺林立。不时可见过往游客拿出手机
拍照。映秀镇中滩堡村支部书记杨云兵说，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为映秀的抢险救
援和灾后重建付出了巨大心血。“全国大爱汇聚这里才有了映秀的今天，我们不
能忘记。”

在汶川县映秀镇渔子溪村，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片花海，各色芍药迎风
怒放，空气中弥漫着花香，令人陶醉。当天下着小雨，却仍有游客前来祭奠。

十年前的大地震使全村房屋夷为平地，40多人遇难。经过十年的恢复重建
和发展，村里200多户800多人都住上了别墅式房舍，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村
民们的收入超过了地震前的水平。

“我们汶川已经从悲壮走向豪迈，群众过上了幸福生活。每逢节日，我们家
家户户都会挂一面国旗，对祖国和社会各界表达感谢，也提醒自己要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当地一位干部这样说。

走出心灵余震，开启崭新生活

地震发生时，高粒原正在成都上大学。从成都到绵阳的车刚刚在体育馆外
停下，高粒原见到了被临时安置在这里的幸存者，高粒原一头扎进了密密麻麻
的人堆，疯狂寻找父母的身影。

“人特别特别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找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全身
都是灰尘，妈妈脸上胳膊上还有很多血渍。”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失声痛哭。高粒
原和父母劫后余生，却与亲爱的外婆，阴阳两隔……虽然已过去十年，但回忆起
那天的场景，高粒原仍然眼眶湿润，紧咬嘴唇。

“以前总想着要努力挣钱，以后搬到大城市去，但是大地震发生后，我却越
发想要回来，我想为家乡做点事。”震后两年，2010 年，高粒原回到了北川老县
城，成为一名遗址区纪念馆的讲解员。

同年，高粒原一家搬进了距离北川老县城 35公里外的新北川，在 120平方
米宽敞的新家里，高粒原结了婚，有了可爱的儿子。

有个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专门设立的安康家园，位于成都市双流
区，曾经生活着672名在震中失去父母或家人的孤困儿童。他们把这儿当成“第
二个家”，在这个“避风港”里疗伤，走出心灵的余震，重建震后的生活。

目前常年生活在小院里头的，仅剩 5 个初中生和 6 个照顾他们的“安康妈
妈”。再过4年，等年纪最小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小院将彻底人去楼空。

每逢父母周年祭，平时爱打闹的男孩子会变得“很封闭”——放学回来就躺
在床上，话也不说，到了饭点，水米不进。对此，安康妈妈们什么也不说，把这几
个男孩拉到家园附近的田埂上，让他们在水沟旁给爸妈烧点纸，说说话，哭一
阵，回来后就好多了。

十年来，624名离开家园的孩子，有282人步入大学校园，342人从职高毕业或
直接就业。这群从地震中走出来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参军入伍，有的在读研
究生，有的当了老师，有的成了人民警察……每一个人都是园长胡源忠的“骄傲”。

灾区建设升级，经济快速起飞

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透露，整个汶川县接受了
广东百亿元的援助，一方有难，八方驰援，祖国的恩情汶川人永远也忘不了！同
时汶川人十年中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人均收入从十年前的2000多元，已经增长
到去年的1.2万元！

记者从四川省统计局最新获悉，2017年四川 39个汶川地震重灾县地区生
产总值达到 6829.7 亿元，总量是 2008 年的 3 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11.8%。

2017年，北川县生产总值超预期突破50亿元大关；全年实现4404人减贫、48
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今天的北川，早已走出地震的阴霾，正
向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加速发展，努力建成“大美羌城、生态强县、小康北川”。

5月 5日，四川省北川地震遗址，一座涅
槃重生的新城：默哀、鞠躬、献花，这里的气
氛宁静而凝重。

在参观的过程中，来自重庆的林先生无法
抑制内心的伤痛，眼泪多次夺眶而出：“我很
震撼，十年的时间，人们几乎就在一片废墟
上，重新建起了自己美好的家园，而且幸福地
生活着；我也很感动，这里处处充满着感恩的
情怀，无论是对于援建单位，还是对曾经帮助
过他们的人，这里的人们无不心怀感念。”

像林先生那样，举家来汶川灾区参观瞻仰
地震遗址的人，本报记者遇到了好多。

十年回望十年回望 涅槃重生涅槃重生
——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十年重建见闻录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十年重建见闻录

本报记者 陆培法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日本出席第七
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
际政治经济形势，中日韩加强合作不仅是三国
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
共同期待。本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形成了一批
制度化合作成果，是为促进亚洲和平稳定繁荣
作出的新努力与新贡献，三国共同努力书写合
作新篇章的势头正猛，风头不减。

回顾历史，中日韩三国合作来之不易。
中日韩三国于 1999 年 11 月在“东盟与中日
韩”（10+3）框架内开启了接触与合作；2008
年 12 月，三国首次在 10+3 框架外举行中日
韩领导人会议。然而，三国之间的合作并不
总是一帆风顺，受三国外交关系波动的影
响，中日韩合作机制时有间断。2012 年第五
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后时隔三年半才
召开2015年的第六次会议，此次则是时隔两
年半才再次举行第七次会议。出于自身发展
需要，也为了地区国家发展的共同期待，中

日韩抓住契机，适时召开领导人会议，显示
了三国共同努力、合作发展的信念。

聚焦当下，中日韩三国合作时机关键。
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召开恰逢其时，中
日关系转圜、朝鲜半岛形势转暖，为三国领
导人会议的和谐召开提供了内在动力，是各
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世界经济向好的同时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则是三国领导人会见需
要重点应对的外部环境问题，是各方共同努
力解决困难的方向。

首先，中日关系回暖意味着中日韩合作
具有了更坚实的“压舱石”。中国和日本分别

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其合作的经
济红利应有较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但前些
年两国关系风雨不断，矛盾频发，高层互访
中断，经贸往来逐渐下降。近来日方在对华
关系上释放出重要的积极信号，加之今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两国迎来关
系改善向好的契机。中日新的合作正在拉开
序幕；而中日关系的稳定又为中日韩机制的
向前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朝韩关系破冰使中日韩合作发展的
稳定因素有所增加。朝鲜半岛对于中日韩三国
合作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地区环境稳定

性的提升是地区发展的一大重要保障，半岛局
势缓和并重回谈判轨道离不开中日韩三国在
半岛问题上的持续努力与密切合作。

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是
中日韩三国需共同应对的挑战。中日韩同为贸
易大国，并同处于东亚生产价值链上，具有相
对一致的地区利益。面对共同的外部挑战，中
日韩三国抱团取暖的需求自然有所上升。

展望未来，中日韩三国合作前景光明。
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达成了诸多有效共
识，形成了诸多制度化成果。尤其值得肯定
的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多项中国倡议得到

了响应，其中最突出的是要建立“中日韩+
X”合作机制，联合拓展第四方市场，而这正
是发挥三国互补优势、拓展合作外延、满足
合作方发展需要的有益选项。

中日韩合作是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日韩三国已有比较坚实和制度化的合
作基础，既有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未来若要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果，还需要中日
韩三国共同努力，引领扩大共同利益，密切
管控化解分歧，使中日韩合作进一步成为带
动东亚地区发展的强劲引擎。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院长、教授）

中日韩共同书写合作新篇章
■ 黄大慧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强调

努力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强调

努力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5·12”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在那场举国悲痛的大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如今的北川新县城坐落在安昌河畔，依
山傍水，一条支流穿城而过。城市的建筑设计颇具浓郁的羌族特色。图为坐落在安昌河畔的禹王桥。 韩 君摄 （人民视觉）

当地时间5月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同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会谈前，安倍晋三在迎宾馆广场为李克强举行
隆重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