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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玻利维
亚总统莫拉莱斯自 6 月 18 日起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这是莫拉莱斯2005年12月首次
当选总统以来第四次访问中国，也是中共
十八大以来第二次访问中国。此访不仅体
现中玻两国合作进一步密切，而且标志新
形势下中拉合作步上新台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玻两国
相距上万公里，但浩瀚的太平洋未能成为阻
隔两国人民交往的天堑，而是变成促进两国
相知、合作、共赢的通途。政治上，中玻高层
交往频繁，相互理解与支持成为常态。莫拉
莱斯坚信社会主义是本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一直希望能够与中国进行更多执政理念和
经验的交流。中国十分重视与玻利维亚的
合作，习主席多次会晤莫拉莱斯。此访，两
位领导人将为未来双边关系定调。

经 济 上 ， 中 玻 经 贸 合 作 渐 入 佳 境 。
2017年，中玻贸易额10.84亿美元，同比增
长 15.7%。中国已成为玻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一大融资提供国和
最主要工程承包方，玻已成为中国在拉美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文化上，中玻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中
玻签有文化教育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
定。截至 2016 年，中国共接收 224 名玻奖
学金生来华留学，每年向玻提供 60个政府
奖学金名额。2011 年，中方在玻科恰班巴
设立的圣西蒙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
2013 年，中国为玻研制的首颗通讯卫星

“图帕克·卡塔里”号成功发射。中国还大
力支持玻承办2018年南美运动会。

领事事务上，中玻相互提供旅游交往

便利。2017 年底，玻实施对中国公民落地
签政策，为更多中国公民赴玻旅游和经商
打开了方便大门。

中玻合作既是中拉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近年中拉合作大步向前的一个缩
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曾三次访问
拉美，足迹遍及拉美十个国家。今年 11月
底 G20 峰会将在阿根廷举行，届时必将在
拉美再次掀起一轮“中国热”。

去年5月，阿根廷和智利两国总统及拉
美 20国部长政要出席北京主办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中拉合作纳
入到“一带一路”合作大框架，中拉合作

拥有更多渠道、更大平台。今年年初，由
习主席倡导成立的“中拉论坛”在智利首
都圣地亚哥召开第二届部长级会议，表明
中拉合作最大的对话与合作平台得到夯
实。5月1日，中国与多米尼加建立大使级
外交关系，中国与拉美建交国增至23国；6
月，正值中国与巴拿马建交一周年，双方
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在拉美外交影响
力前所未有的提升。

尤其中拉经贸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
展。2017年，中拉贸易额达到近 2600亿美
元，同比增长18.8%。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
大货物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

大进口来源地。截至 2017年，中国对拉美
累计直接投资已超过 2000亿美元，拉美成
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这些合
作极大地推动了拉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基
础设施的改善，丰富了当地消费者的选择。

事实再次表明，方案共商、项目共
建、利益共享的中拉合作是一种平等、互
利、共赢的合作，构建同呼吸、共命运的
中拉命运共同体不再是一句词藻华丽的口
号，也不是“水中花、镜中月”的幻象，
而是掷地有声的行动和看得见、摸得着、
用得上的成果。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
所所长）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 吴洪英

据新华社香港6月18日电（记者张宁） 1980年，位于
北京三里屯附近的长城饭店开工建设。当时正在北京的巴
基斯坦人泽米尔·阿万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当时我想，为什
么在农村建这么高档的饭店，太不划算，肯定没人住！”

二环路内是城里，二环路外是乡下，买布买油都要
票，买肉更是很紧俏……阿万 30多年前的北京记忆今天
依然清晰。后来，他当上驻华使馆参赞，眼看着三里屯
从“农村”发展成了商圈。阿万如今是巴基斯坦国立科
技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谈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变
化如数家珍。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改革开放 40年来，亚太地区
许多邻国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也收获了
共赢果实。40年来的记忆，更成为今天继续前行的力量。

中国表情，最美是那闪亮的眼睛

1978 年，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那年，日本电
影《追捕》进入中国。8亿人次的观影总量，让女主角真
由美迅速火遍全国。1979 年，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
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

中野良子所到之处，呼唤“真由美”的声音不绝于
耳。“清晨，从酒店窗户望下去，北京的大街笔直地向地
平线延伸，自行车川流不息。人们穿着式样差不多的衣
服，朝气蓬勃，一副要去创造未来的模样，让我非常震
撼！”中野良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她印象中，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改革开放”“自力
更生”的标语，最难忘的还有那时候中国人憧憬美好未

来“闪亮的眼睛”。
中野良子的中国缘，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日合作背景

交织出的一抹亮色。1978年金秋时节，邓小平访日，拉开
了多层次多领域友好合作的序幕。此后40年，中日经贸展
开全方位合作，成为改革开放华彩乐章中的一节强音。

40 年间，中国成长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
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近年来，中日经贸迎来新
高潮。2013 年至 2016 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近 1.2 万亿美
元，日均贸易额超过 8 亿美元，几乎相当于 1972 年两国
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全年贸易总额。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接受采访时说：“建立一个没
有纷争、所有国家都得到发展、所有人都幸福生活的世
界，应该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中国倡议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正体现了这样的高瞻远瞩，希望各国面向这一构
想携手努力。”

中国脚步，风驰电掣的高铁速度

年逾八旬的福田康夫几十年来多次到访中国，目睹
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风驰电掣般的发展速度。他对中国
高铁发展印象尤深，认为高铁速度就是中国整体高速发
展的象征。

“我感觉中国城市面貌一年比一年井井有条，和发达
国家已经没有差距，”福田康夫说，“我参加多个日中对
话以及包含日中在内的多边对话，每次都感到中方与会
者不断有新想法，理念也在不断发展。这是综合国力增
强带来的一种自信。”

40 年来，世界接受并拥抱日益自信的中国。从引进
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 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
动力源。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尼·扎禄
颂巴评价：“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因为有中国充当引擎。”

扎禄颂巴回忆说，他 1976年第一次到中国，参加一
场宴会，菜只有三道，荤菜只有一个。如今，每年赴泰
旅游的中国人多达近千万人次，中泰年贸易额达800亿美
元，中文成为英文之外的泰国第二大外语，中文老师供
不应求……

中国理念，共同点亮梦想的晨曦

眺望远方，梦想的晨曦初露。5月的老挝北部山地，
旱季进入尾声，雨季即将到来，数千中国铁路建设者挥
汗如雨，争分夺秒。他们在打造中老经济走廊的交通大
动脉——中老铁路。

老挝全国石油贸易总公司总经理金达萨告诉记者：
“这条铁路将使沿线许多原始村落焕发现代气息，村民
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中国话说好似‘穿
越’。”

40 年来，中国的开拓者与建设者们以苦为乐，筚路
蓝缕，用辛勤汗水与乐观精神，诠释着人类关于强国富
民与社会发展的共同梦想。在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拥抱

世界的今天，中国的新担当、新勇气与新魄力，化作全
球治理的理念、方案和思路，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倡导亚洲安全观，打造遍布周边的伙伴关系网，巩固和
扩大区域合作势头，积极推动解决热点问题，为构建亚
洲命运共同体汇聚起广泛共识和磅礴力量。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集中精力深化
改革，明确改革路径，将扩大开放置于优先地位，这些
都回应了世界的关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彼得·德莱斯代尔教授说。在他看来，承诺坚持改革开
放，是中国经济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石；重点关注基础
设施建设，则是一条关键经验。

深耕周边，做周边形势的稳定器；勇于担当，做地
区合作的推动者；不忘底色，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朋
友、好伙伴……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太多太多的亚太
故事都在印证同一个理念：邻望邻好，用心交流，开放
互鉴，执手同行，共同发展。

（参与记者：杨汀、林昊、章建华、徐海静、刘天、杨舟、
李欣莹、朱瑞卿、严蕾、唐璐、王丽丽、莫华英、陈健）

改革开放的亚太故事

中国与亚太 执手同行共发展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端 午 假 日

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8910万人次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王珂） 文化和旅游部18日发布2018年端午

节假日旅游市场信息显示，今年端午假日期间，大众出游热情高涨，旅游市场持
续火热。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中心综合测算，端午三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8910万人次，同比增长7.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62亿元，同比增长7.3%。

18日铁路迎返程客流高峰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6月

17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087.5 万人次，同比增加 150.5 万人次，增长
16.1%，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6月 18日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
送旅客1256万人次。

中国邮政发行《屈原》特种邮票

由北京邮票厂影写版印制的 《屈原》 特种邮票 6月 18日在屈原故里湖
北秭归首发。《屈原》特种邮票1套2枚、小型张1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
忧歌离骚和求索问天，小型张图案名称为屈原像，全套邮票面值 8.40 元，
邮票设计者为李云中。《屈原》特种邮票是继关公、诸葛亮、包公、玄奘、
张骞邮票之后又一中国古代圣贤人物题材邮票。中国邮政先后于1953年和
1994年发行过屈原相关邮票。图为《屈原》特种邮票。

史自强 郝群英摄影报道

6月 18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假日期间，全国各地举办多种
形式的活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共同体验端午习俗，传承端午文化。

大图：6月 18日，福州大学龙舟队在福州西湖公园开展端午节龙舟体
验日活动。来自当地的30名小学生在福州大学龙舟队队员的陪伴下，体验
划龙舟的乐趣，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小图：6月 17日，2018年第七届中国宜昌朝天吼自然水域国际龙舟漂
流大赛举行。参加比赛的国外队员在兴山朝天吼景区学习包粽子。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端午节相关报道见第十一、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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