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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2013年3月23日上午11时许，俄罗斯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会议厅。众多镜头，向演讲台聚焦。

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中的
首场重要演讲，万众瞩目。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
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
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的这个
重大判断，随着各国媒体的广泛报道，迅速传向世界
各方。

转眼，10年过去。这是极为特殊的10年。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不可逆转。
同时，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错综交织，霸权霸道
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世界经济复苏道阻且长。国际
社会忧心忡忡，亟盼驱散危机的合作良方。人们更
加深刻认识到——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世界便生机勃勃；
霸凌、分裂、冲突、对抗，这家园就忧患四起。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类必须排除霸权主

义、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文明优越等迷雾干扰，
尽快驶出冲波逆折的历史航道。习近平提出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引领这段航程的思想航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愿同中国
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实现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伟大理想。

（一）

真理，往往经过时间的涤荡，才能看得更清。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在过去10年之所
以屡屡得到印证，是因为其烛照现实的洞见、前瞻
未来的远见。

有洞见，才能看清时代。
习近平说，“我们要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大

势，站在人类发展前沿，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
运的重大问题，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
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

当今时代，世界从未如此联系紧密，人类从未如此
相互依存。苏伊士运河被堵，欧洲人的早餐咖啡就会告
急；东南亚一场特大暴雨，拉丁美洲的电脑硬盘就要涨
价；一架飞机成千上万个零件，由几十个国家的企业分
别制造；一个国家发生地震，消息、画面几分钟就能传
遍全球；如今一个新冠病毒，逼迫全世界共同应战……

正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成员，同属一个命运
共同体，所以不可能用割断联系的方式解决因联系
而出现的问题。必须将全人类视为一体，才能寻求
正确应对之道。

有远见，才能把握未来。
习近平曾多次以“船”为喻，指明人类的前路。

2022 年，他在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强调，“在全
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
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
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

10 年来，世界风云变幻，道路荆棘丛生。当全人
类同心协力抗击疫情，当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积极成
果，当“一带一路”留下一个个“国家地标”“民生工程”

“合作丰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瞻性愈加
分明。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通
过此次疫情，我们更深刻感受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无
法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应对全球危机
的正确选择。”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短视走不长远，只顾一
己之私更会酿成恶果。人类这艘大船要想冲过历史
的急流和险滩，唯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
赢共享。

（二）

古今中外，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彼此相通。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不断引发共鸣，是因为其
方向朝着天下“大同”、路径强调大家“共同”。

“大同”是目标。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发表重要演

讲，这样描绘世界应有的样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这就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清晰蓝图，这就是人类“大同”理想的当代版本。

10年来，习近平先后出访40多次，足迹遍及五大
洲70多国，在国内外主持和出席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

活动，相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供了中国方
案，凝聚起广泛的国际共识，汇集起强大的全球合力。

“建立一个没有纷争、所有国家都获得发展、所有
人都幸福生活的世界，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日本前首
相福田康夫认为，“将理想变为现实，需要政治家高瞻
远瞩，并尽最大努力付诸行动。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并且中国具有实践
的能力。”

“共同”是办法。
走向“大同”，任重道远；唯有“共同”，才能抵达。

在中国人看来，真正追求世界和平，就要对话协商；真
正造福天下苍生，就应共建共享。正如习近平所说，

“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
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
间正道。”

10年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日益深入人心，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越来
越多国家的共同追求。国际社会清楚地认识到，世界
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国家治理模式，不存在由某个国家说了算的国际秩
序。一个团结而非分裂、和平而非动荡的世界符合全
人类共同利益。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事要由天下人商量着
办。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是“中国发起”，更是“大家一
起”。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感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极为重要，世界各国只有
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解决面临的难题，如新冠疫情、气候
变化和贫困问题等。”他说，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正引领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

（下转第二版）

只有命运与共，世界才有前途
本报记者

3月23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桃花沟，桃花竞相绽放，景
美如画。 刘玉才摄 （人民视觉）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
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
泽，有时行经丛林。”10年前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国事访
问，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的演讲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这句名言。

10年过去了，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大国元首的首次出
访，深思熟虑后毅然再次选择了这里。

2023 年 3 月 20 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午后。习近平
主席的专机降落莫斯科。

莫斯科河静水深流，特维尔大街人来车往，风景旧曾
谙。10年来世界形势风云际会，国际社会此刻格外瞩目：北
京为何而来？和莫斯科再一次握手，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

抵达莫斯科的同一天，两国元首的署名文章分别在
《俄罗斯报》和《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主席在文中谈到了
自己10年8次到访俄罗斯，“每次都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普京总统谈及10年里两国元首有40次会见会谈，“总会找
出时间和机会在各种正式场合或以‘不打领带’的非正式
方式进行交流”。跨山越海、风起云涌，却始终改变不了独
立自主抉择的坚定和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自信：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继续致力于推进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变局中的坚守更需
磐石之定力，变局中的抉择更显眺望桅杆之远见、善弈谋
势之智慧、举重若轻之气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走在一
条“历史的道路”上，正如 10 年前习近平主席所形容的那
样，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前进
的车轮。

春秋代序。大国外交开启新征程，万里山河起宏图。

为友谊而来
“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

20日中午，一行人早早在莫斯科伏努科沃专机机场等
待。当习近平主席走下舷梯，站在最前面的俄罗斯副总理、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俄方主席切尔内申科，热情地迎
上来：

“普京总统非常期待同您见面。俄罗斯人民也都因‘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今天的天气，因为您的到
来也非常高兴。”

习近平主席微笑着回应道：“非常高兴这次期待的访
问能够实现。确实今天天气不错，我的心情也非常愉快。”

10 年，历史的一瞬，于中俄关系而言却是关键一程。
“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热情的俄罗斯人民，总是这样亲
切地称呼来自友好邻邦的习近平主席。

元首外交，在国与国交往的厚重史册里，是最遒劲有
力的篇章。

抵达莫斯科不久，不顾舟车劳顿，习近平主席乘车赴
约。霞光中，克里姆林宫熠熠生辉，克里姆林宫司令在下车
处迎接。高规格的礼遇，是习近平主席到访俄罗斯的惯例。
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两国元首每一次见面时的深谈。

这一次，普京总统微笑迎接，习近平主席健步走来。双
方伸出手来，紧紧握在一起。

“我亲爱的朋友”“很高兴可以以朋友的友好的气氛讨
论一些事情”。亲切而深入的对话徐徐展开。两国元首的彼
此称呼，在此情此景中弥足珍贵。

向前追溯。普京总统至今对2010年3月两人的初次交
往记忆犹新。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访俄罗斯时，作
出了影响深远的战略判断：“中俄永远是朋友”。

“永远”，于两个毗邻而居的大国来说，这份承诺是历
史的选择，是时代所呼唤。

“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习近平
主席的一席话，有着无数历史细节的支撑：他曾经在北京
友谊宾馆接待普京总统，在这座为苏联援华专家建设的建
筑里相见，“多了一份同历史的联系”；也曾经向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英勇抗战的俄罗斯老战士颁授
奖章，在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下，两国携手走过风雨。现在，
新时代的中俄关系，愈行愈坚实。

离开时夜已深，普京总统将习近平主席送到上车处，
期待第二天再见面。

21 日的日程紧凑丰富。上午，会见米舒斯京总理。下
午，习近平主席再到克里姆林宫，出席普京总统举行的欢
迎仪式、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签字仪式、共见记者以
及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在一起的时间长达6个小时。

对中国朋友的重视，从出席名单中可一叶知秋。
米舒斯京总理率 7位副总理出席上午的会见。他诚挚

地说：“今天我率俄罗斯政府几乎所有重要内阁成员一起
同您会见，对您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普京总统的欢迎仪式上，俄罗斯政坛诸多要员齐聚一
堂。当两国元首沿着红毯走过，镜头捕捉到远景中的俄方
政要。有国际问题观察者感言，为何俄罗斯对中国充满了
诚意，这格外值得人们深思。

因为彼此尊重，彼此支持。
习近平主席强调，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支持，共同抵制外部势力干涉内政。普京总统再次明
确：“俄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维护
自身正当利益。”

因为彼此信赖，彼此支撑。
无论是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还是前

不久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普京总统都第一时间发来贺
电。会见时，习近平主席当面表达了感谢，并表示：“俄罗斯
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在你坚强领导下，俄罗斯发展振兴
取得长足进展。我坚信，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给予你坚
定支持。”

发轫于峥嵘时光深处，洗练着苦难辉煌的岁月。国与
国的信任，如磐石迎风战雪，离不开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和光明磊落的外交风范。

两国关系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从战
略协作伙伴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双边关系不断提质升级。对于这一局面，普京总统
曾经感慨习近平主席所作的贡献和“亲力亲为”。这一次，
他有感而发：“两国关系进展令人惊叹，达到了有史以来最
高水平并继续巩固旺盛。”“这种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
政治联盟，也没有领导者和追随者”。

这样的关系，正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交。“坚持在不结
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双边关
系”。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生动映射于中俄关系。

2021 年夏天，两国元首一致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延期，这是对未来的笃信，对友谊的坚守。“无论前进
道路上还需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中俄两国都将继续凝
心聚力、笃定前行。”

而今，习近平主席抚今追昔：“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
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关键在于
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树立起相互尊重、和平共
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

21日下午的签字仪式。镜头定格了两国元首的握手瞬
间。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签署面世。声明铿锵有力：“俄罗斯需要繁荣稳定的中
国，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

坚定自己的选择，这是两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给世界
许以更好未来的共同担当。

为合作而来
“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道人”

有人将国与国的合作比喻为桥梁。在湍急的大河上，
架桥铺路的意义举足轻重。对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的中俄两国来说，战略协作的意义和价值，着眼的不
仅是两个国家，更是地区和国际范畴上的深远影响。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说，中俄责无旁贷，应该
共同努力，引导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
方向前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的偶然中蕴含着必然。10年前的3月23日，习近平

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了攸关未来的“命运共同
体”，思想领航漫漫征程。这一次，普京总统多次提到人类命
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这些倡议理念也共同写入双方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

细读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其中的国际和地区事务占比颇重。而在陈述国
际和地区事务时，声明涵盖领域之丰富、立场主张之鲜明，
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处处激浊扬清之言：“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双
方反对把本国价值观强加于人，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

一段段公道正派之音：“谴责打着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
端主义旗号以及利用恐怖和极端组织干涉别国内政、实现地
缘政治目的的行径”“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讲气候变化，“双方反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设置贸易壁
垒和将气候议题政治化”；谈疫情应对，“共同反对病毒溯源政
治化图谋”……很多领域早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框架内，
中俄两国元首就已经达成共识。这次既是重申，更是坚定不移
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次深度合作。

中俄声音交相辉映。
访问之际，两国元首在各自署名文章中不约而同将中

俄战略协作称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流砥柱”。世界
动荡变革之际全球治理的中俄方案，大道之行，行稳致远。

“我们的双边关系就是一个说明，两个维护世界稳定安全
的大国要怎么样、要做什么、要怎么做。”普京总统在欢迎
宴会的致辞，如此评价。

再看横跨亚欧大陆的双边合作。体量之大、人口之多、
历史之悠久、文明之厚重，诸多因素叠加，注定了北京和莫
斯科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以及地方交往等诸多领域的
合作，都拥有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力。

回首往昔，双边合作曾经一度被外界形容为“政热经
冷”，甚至有记者询问如何把两国关系的战略互信转化为
务实合作成果。这也是两国元首多次见面中探讨的一个重
要话题，早年间他们商定双边贸易额提高到2000亿美元的
目标。

这一次，再看成绩单。中国连续 13年成为俄罗斯第一
大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额去年增长近30%。会谈会见期间
他们多次提及两个数字：一个是“201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
为 800多亿美元”。再一个是“到了 2022年，突破 1900亿美
元”。普京总统谈到2000亿美元目标：“将于今年实现，而不
是 2024年。重要的是，两国在双边贸易中的本币结算份额
日益增多，这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自主。”

20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见，落座后，话题就从发展讲
起。饱经沧桑的两个伟大民族对发展的渴望、对复兴的期
盼，澎湃出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下转第二版）

北京—莫斯科，世界瞩目的握手时刻
——记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国事访问

本报记者 杜尚泽 于宏建

新华社北京3月 24日电 （记者刘诗平） 记者 24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为修复河流生态环境，水利部近日
公布《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名单（2022—2025年）》，永定
河等78条河流、白洋淀等10个湖泊名列其中。

据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母亲河复苏行动聚焦河
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两大问题，水利部在组织全面排
查断流河流、萎缩干涸湖泊情况的基础上，分析河湖生
态环境修复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将永定河、潮白河、黑
河、白洋淀、团泊洼、岱海等 88 条（个）河湖纳入 2022 年
至2025年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名单。

水利部要求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加快母亲河复苏行动“一河（湖）一策”方案编
制工作，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做好河
流生态流量、湖泊生态水位、河道外取用水、关键断
面过流状况、地下水位变化、河湖水质、水生态变化
等情况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动态掌握母亲河治理修
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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