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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6日电（记者李伟红） 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日在
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
益增多的时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稳定，任
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中德作为两个负责任大国，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需要加强战略沟通、协调和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
同挑战。这不仅对中德两国，对世界都愈显重要。双方要坚持相
互尊重、对话协商，尊重彼此发展道路，照顾各自核心利益，做
平等对话、互利合作、交流互鉴的战略伙伴。

习近平强调，要把中德合作的蛋糕做得更大。你这次访华双
方达成不少经贸合作成果，证明中方扩大开放说到做到。中国市
场足够大，而且随着发展会越来越大，将给德国和世界各国带来
更多新机遇。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就是两国互利共赢的很好例子。
双方应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在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智能制
造、人工智能、数字化和 5G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培育和
开拓未来市场。中方正在加快开放金融和服务业，欢迎德方投
资。你还将赴武汉访问。欢迎德国企业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要

厚植人文和民意基础，争取两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广泛参与和
支持中德关系发展。要共同展现责任担当，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在气候变化、对非合作等方面
加强合作。

默克尔表示，德中对话合作广泛深入，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
伙伴。两国合作正沿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德国很高兴能够分享中
国扩大开放政策成果，愿继续加大对华投资，拓展合作领域，促
进人文交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也给德国带来不利影响。各方
应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和摩擦。德方愿本着多边主
义、自由贸易精神，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德方
愿为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还就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
共识。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图为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中方扩大开放说到做到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6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 5 日给全国涉农高校
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对涉
农高校办学方向提出要求，对广大
师生予以勉励和期望。（回信全文
另发）

近日，全国 50 多所涉农高校的
100多位书记校长和农林专家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在浙江安吉围绕
新时代农林学科建设开展研讨的情
况，代表130万农林师生表达了肩负
起兴农报国使命、为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矢志奋斗的决心。

香港的乱局已经持续了三个月，无论是香
港社会还是市民个体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虽然香港局势正出现积极变化，但是暴力
行动依然没有停止，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依然
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急迫的任务。护法
治，保安宁，人人有责。希望每个爱护香港的市
民都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决维护“一国两
制”、真情守护“东方之珠”，自觉抵制暴力、制
止暴力，并自觉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
区政府和特区警队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
活动，支持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司其职，使
所有暴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治，彰显法律
的公正与威严。香港社会各界应该以对话代替
对立，以理性代替情绪，早日驱散阴霾，还香港
一个风清气正的美好明天。

守护好“东方之珠”，就要坚决维护“一
国两制”。三个月来的种种事实已经充分说
明，围绕修例出现的事态已完全变质。一小
撮极端暴力分子甘为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

力马前卒，不惜做出暴力违法的恶行，其目
的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
取特区的管治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
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假高度自治、“港人治
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对抗中央之实，最终
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当此关乎香港前
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广大香港市民应该保持
警惕、明辨是非，用实际行动向挑战“一国
两制”的行为坚决说“不”，向一切损害香港
繁荣稳定的行为说“不”。

守护好“东方之珠”，就要抵制暴力、制
止暴力，对暴力犯罪分子严惩不贷。三个月

来，激进暴力分子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
制”底线、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污损和侮辱
国旗国徽、暴力袭击警察和无辜市民、严重
损坏公私财物、危及公共安全，他们的所作
所为远远超出了正常游行集会的范畴，他们
的行为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法律制
度下都已构成暴力犯罪。三个月来的暴力违
法活动，已经让香港社会和香港市民付出沉
重的代价。暴力违法活动仍然没有得到完全
遏制，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少数激进暴
力分子甚至变本加厉制造事端。对于暴力违
法行为，必须且只能依法严厉打击，没有宽

容的余地。面对违法犯罪，执法就是正义，
护法就是公义。香港特区所有掌握公权力的
机构都应快速、果断行动起来，将暴力犯罪
分子绳之以法，对暴力犯罪的骨干分子及其
背后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更要追究
到底，绝不手软。

守护好“东方之珠”，就要以对话代替对
立。目前特区政府已释出最大善意，期望通
过真诚沟通解决社会争议，香港社会各界应
该把握契机，建构平台，展开沟通，共同探
讨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要香港社会各界
人士以主人翁的精神和姿态积极思考、集思

广益、凝聚共识，就定能找到破解难题的金
钥匙，重拾属于大家的美好香港。

香港局势依然复杂严峻，每一个香港市
民都面临着重要选择：是捍卫“一国两制”，
还是纵容一些人摧毁“一国两制”；是守护香
港，还是眼睁睁地看着香港沉沦；是高举法
治和正义的旗帜，还是向暴力和邪恶屈服；
当此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希望广
大香港市民与特区政府和特区警队一起，止
暴制乱、恢复秩序，用理性、正气、行动守
护好“东方之珠”，齐心协力推动香港“一国
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东方之珠”
■ 吴亚明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千千万万的侨胞在海外时刻
感受着祖（籍）国的脉搏跳动，亲身体会着与祖（籍）国

“同呼吸、共命运”的紧密联系。本报独家专访6位海外
侨领，他们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奔赴苏联留学，
有的在中美建交之前就前往美国谋生，也有的在改革
开放的大潮中出国创业。他们在海外打拼的人生故
事，正是中国逐渐强大起来的缩影。

忆往昔：感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为了培养
人才，1950年到 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旅俄作家、翻译家、莫
斯科华侨华人联合会名誉主席白嗣宏，旅俄华人和平
统一促进会和莫斯科华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韩存礼
就是其中两位。

进京和出国，让穷苦出身的韩存礼受到极大震撼。
他说：“1955年到北京时，我穿的是家里做的布衫，两边
两个兜，中间五个扣。我没见过自来水，吃的是高粱米
饭，很少吃细粮。”留学苏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上海生活的白嗣宏对苏联的发展很羡慕：
“1956 年的上海，有高级住宅区，也有棚户区。在列宁
格勒（今圣彼得堡），我没有发现棚户区。我觉得，那就
是社会主义。”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到
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国开始大踏步前进，但
是与很多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松华出生于
华侨世家：“我伯父 1927年去了荷兰。新中国成立后，
伯父给了我家 5 英镑，那笔钱让我家一跃而为‘万元
户’。”1984年，徐松华离开中国，经德国、葡萄牙，抵达
西班牙。“那时，欧洲比我们发达得多。”

“我1985年移民到澳大利亚，到澳大利亚后，最直
观的感受就是房子大、车子多。”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
会常务副主席沈铁说。

1991年离开中国前，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罗超西与妻子都是公务员，与同龄人相比，工资算
是高的。他家的14英寸电视、单门冰箱和双缸洗衣机也
让不少人羡慕。但是，到了阿根廷，他看到了巨大的差距。

“那时，在中国，电话初装费要5000元人民币，还很难有
机会。而在阿根廷，装电话已经很普遍。那时，中国还没有
高速公路，阿根廷的高速公路则已经全国联网了。”

看变化：惊人

“惊人！”谈起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变化，这是海
外侨胞的一致感受。

“我在阿根廷做贸易，经常回国。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2000年，我回国参加国庆活动。9月30日晚上，我们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招待会回驻地时经过西单。出国
以前我就在西单工作，那里可以说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我居然没认出来。那里建起一片新楼，灯火
辉煌。同行的人告诉我这是西单，我简直不敢相信。”让罗
超西称赞的还有家乡江西南昌，“我父母家门口有条河，
过去是臭水沟，岸边也乱糟糟的。后来一次回国，我惊奇
地发现，河水变清了，岸边绿树成荫，非常舒适。”

几乎每年都回中国的前美国华商总会会长、现顾
问池洪湖也发现：“作为侨乡，我的家乡福建长乐在改
革开放后发展得特别快。上世纪 90年代，老家的乡亲
门口几乎都停着私家车。”

白嗣宏留苏回国工作多年后，1988年回到苏联工
作，之后在苏联定居。“我基本每年都回国扫墓。1989
年回国，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北京，要花 7 天 7 夜，那时
飞机还很少。现在当然方便多了。每年回国，都会发现
惊人的变化。我小时候，陆家嘴就是个小渔村。现在我
常跟外国朋友说，上海的陆家嘴比美国的曼哈顿还发
达。”他笑言，“在国内，我兄弟姐妹的工资、退休金不
断提高。我常感慨，比我在俄罗斯好多了。”

谈感受：自豪

出国后，更爱国。很多海外侨胞都这么说。在海外，
他们亲身感受着祖（籍）国日渐强大带来的自豪。

“初到美国时，我曾在饭馆里洗盘子。那时，我从
白人身边走过，他们看都不会看我。”池洪湖说，那
是一种被彻底无视的感觉。“现在，新闻里没有一天
不提中国。”

“刚到西班牙时，街上几乎看不到汉字。现在，从
机场到大型商场，到处都能看到中文指示牌。”徐松华
从春节活动中也感受到了变化，“1984年12月，我到了
西班牙，正好赶上热热闹闹的圣诞节。但是到了春节，
却没有任何活动，甚至没人提起。现在，西班牙的春节
活动丰富多彩，成为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刚到阿根廷时，有朋友问我，日本有索尼，韩国
有三星，中国有什么呢？我想了半天，竟然无言以对。
现在，再也不会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了。近几年，阿根
廷在更换地铁列车，新的带空调的车厢是中国制造
的，新的城际列车也是中国制造的。阿根廷很多民众都
在使用华为手机。”罗超西说，“阿根廷几次经济危机，
中国都伸出援手，阿根廷民众特别感激。现在，走在路
上都会有人用中文和我打招呼。阿根廷也在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感觉阿根廷掀起了‘中国热’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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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信回 信

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
代表：

你们好！来信收悉。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全国涉农高校牢记办学
使命，精心培育英才，加强科研创
新，为“三农”事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
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
技、在人才。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
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希望你
们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
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
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
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
质、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9年9月5日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编者按：70年前，新中国成立。70年峥嵘
岁月，70年波澜壮阔，共和国以令人惊叹的速
度实现从积贫积弱到生机勃勃的转变，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在全球关注的目光之中，中国正日益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本报今起推出“壮丽 70年·奋斗新
时代——世界眼中的新中国”系列报道，采访一
批海外华侨华人、外国友人、港澳台同胞以及国
内外青年学子，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
他们眼中中国的发展变化。

从羡慕到惊叹 从被无视到受重视

“我在海外感受中国强起来”
本报记者 张 红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世界眼中的新中国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对话协商，尊重彼此发展道路，照
顾各自核心利益，做平等对话、互利合作、交流互鉴的战略伙伴。

默克尔表示，德国很高兴能够分享中国扩大开放政策成果，愿继续加大
对华投资，拓展合作领域，促进人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