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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重要时刻，越
是不断回望，越感经久闪光、指引未来。

两年前的 1月 18日，瑞士日内瓦万
国宫，人们见证了光芒闪耀的时刻。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题为《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从全
局和全球视角，以哲学和历史高度，系
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
回答了“人类社会何去何从”这个根本
性问题，在世界范围产生持续而强烈的
积极反响。

两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
球激起思想涟漪，收获广泛共鸣，更聚合
行动力量。面对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演奏一曲曲合
作共赢的交响，描绘一幅幅发展进步的
画面，书写一个个命运与共的故事。

美丽和声激扬四海

2018年 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开幕式上，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华
记者伯格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演讲时，专门停顿
了下，转过身对中国领导人点了点头，说
道：我们应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忆的画面转到 2017年 1月，在万
国宫，古特雷斯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
历史性演讲。“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
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
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古特雷斯如
是评价。此后在不同重要国际场合，这位
联合国秘书长都一再表达这一观点。

四海相应，结伴而行。两年来，从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到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决议，从《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
言》，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青岛宣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
计划（2019-2021年）》，再到诸多双多边
交往的成果文件，“人类命运共同体”一
次次被清晰写入、一次次被热烈讨论、
一次次被由衷呼唤。

伴随一场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伴
随中国领导人一次次紧张繁忙的出访
之旅，高瞻远瞩、兼善天下、崇尚和合的
这一中国思想智慧，因其直面这个时代
的挑战，体察这个世界的巨变，直击人
们心中对和平发展的期盼，也因其超越
国别、党派和制度的争论，日益深入人
心、启程前进，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和

感召力。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中国站在历

史的正确一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番评价，也
是国际社会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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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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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行动汇聚伟力

超过 35个足球场的展览面积，来自
五大洲的 3600 多家企业，超过 40 万的
中外采购商，成交额近 600亿美元，中国
首创的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甫一亮相，
就显示出博大雍容的气韵。置身会场，
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世界各地、不同肤
色的人们微笑着交流着，有时甚至还要
借助纸笔和手势，共同的热望是做生
意、求合作、谋共赢。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命运与共的世界图景，此时此地，分
外鲜活。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这是一次
历史性盛会，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创举。”
而这个智慧与创举的内核，就是从相互
尊重、开放融通、合作共赢出发，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相互依存的世界赢得
一个和平安宁、繁荣美丽的未来。

去年年底，中国首倡的另一个国际

公共产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迎来成立三周年。3年来，亚投行持续
扩容，成员数从最初的 57 个扩大到 93
个，批准投资达 70亿美元左右，项目涵
盖 10多个国家，为地区民众福祉作出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贡献，接连获得三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从
理念倡议到扎实行动，从有人疑问到广
获赞誉，亚投行的成长足迹，正是中国
理念、中国方案顺应潮流、集纳众智、汇
聚合力的缩影。

2018年 7月，马尔代夫。随着两座
桥墩之间的钢箱梁慢慢合龙，中国公司
承建的中马友谊大桥全桥贯通。马尔
代夫终于有了历史上第一座跨海大
桥。这座大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标
志性工程之一。“一带一路”，被誉为造
福人类的魅力弧线，让国与国相近，民
与民相亲，让互利共赢变为现实。

近 170个，这是目前与中国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及国际组织数
量。正是一双双合作之手，将“一带一
路”打造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
台。用联合国商务理事会前副主席约
翰·艾伦的话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
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体
现，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当前阶段的
一个“华丽转身”。

希望满怀携手未来

就在几天前，两项“中国纪录”引发
讨论。1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 30万

亿元，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8856.1 亿元，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在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不断抬头的当下，国际社会看到这
份“成绩单”背后的分量：纵有大风大
浪，历经 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始终拥有
带来希望的沉稳、韧劲和定力。
“实践证明，过去 40年中国经济发

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
条件下进行。”2018 年 4 月的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宣示一系列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展现中
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的诚意与担当。

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降低关税
总水平，主动扩大进口，放宽市场准入
和外资股比限制，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两年来，奋进中国不畏风
雨，不惧变局，锐意革新，开放包容，为
促进共同发展进步提供广阔前景，为不
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汩汩暖流。

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中东问题、叙
利亚危机、联合国维和等诸多问题上，
中国始终主持公道，勇于担当，致力于
同各国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已成为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中坚力
量。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说，
中国不仅充分拥抱了自身历史发展的
新时期，也致力于推动实现联合国关注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标志着我们正
面向一个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一起
探索未来”。

而在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
长盖琳看来，人类的未来，必将是世界
各民族因共同命运而聚集到一起并建
立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无疑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
展的“最佳选择”。

一个个命运与共的故事，传递着发
展的动力、和平的薪火，闪耀着文明进
步的光芒。回望万国宫重要历史时刻，
人们看到共同心愿的有力表达，看到携
手共进的行动足迹。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顺应历史潮流，回应时代要求，展
现各国共识，在深刻变动的世界必将不
断发出耀眼的思想光辉，聚集起更多发
展进步的力量，指引我们为建设一个更
美好世界共同前行。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者韩

墨、陈杉）

书写命运与共的世界故事
—写在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重要演讲两周年之际

“不出国门，不知祖国多迷人；不努
力奔跑，不知追梦的幸福。”1月 19日，
随和平方舟医院船回国的第二天，我透
过家里阳台的窗户，眺望高楼林立的上
海都市，感慨良多。于是，我在日记本
上写下了这句话，与亲朋好友共勉。

今天上午，我把《解放军报》刊登
《和平方舟医院船完成任务回国》稿件
的版面截屏，通过微信发给远在粤北
山区的父母，还与广东的多位亲戚在
四个城市同时视频聊天。这千里之外
的网络电话，如同在身边交谈。

在和平方舟此行 205天、31800海
里、11个国家的温暖航迹中，有些国家
的网络不要说连接视频，就连收发邮
件都异常艰难。

回眸踏浪走过的那一片片大洋，
我十分庆幸，20年前成为了人民海军
逐梦深蓝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走出国门，我代表着祖国；身在

海外，我是形象大使。”从 2010年首次
随军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并访问亚
非欧五国，到如今随和平方舟第四次
远航，我踏浪大洋到访 35个国家。在
连续三次随和平方舟执行“和谐使命”
任务过程中，我用笔和镜头讲述中国
故事、中国担当与中国贡献，记录着人
民海军逐梦深蓝的铿锵步伐。

我无法忘怀，和平方舟从国内延
伸到海外提供诊疗服务的一幕幕动人
场景。改革开放，让许多不可能变为
可能。和平方舟，作为我国自行设计
建造的大型医疗救护平台，在这个伟
大时代，从无到有、由近及远，焕发着
耀眼的光芒。
“感谢和平方舟！”2017 年在亚丁

湾，中国籍散货船“腾达”号轮机长张
春燕，左眼卷入磨砂片铁锈，伤情越来
越严重。庆幸的是，他得到了和平方
舟医护人员的及时救治。张春燕感慨

万千：“要不是遇到和平方舟，我的左
眼说不定就保不住了。”

分别时，我在甲板上看见，张春燕
和船员们使劲挥动着国旗，激动不
已。此时此刻，军舰、医院船、商船、高
速小艇以及一道道航迹，构成了一幅
美好的画卷。

我无比自豪，见证和平方舟不断
刷新到访国数量。委内瑞拉、多米尼
克、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不仅
是和平方舟首访，也是中国海军舰艇
首访……智利是和平方舟入列以来到
访的第 43个国家，也是此次出访的最
后一站。
“点赞和平方舟，点赞中国。这艘

中国‘大白船’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的
中国形象。”和平方舟首访智利，并精
彩亮相其海军成立 200周年国际海军
阅舰式，赢得一片赞誉。

和平方舟对智利的访问，是继

1997 年、2009 年和 2013 年之后，中国
海军舰艇的第四次到访。20多年前，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横渡太平洋先后访
问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那时，
对于中国海军来说，远航至美洲大陆
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弹指一挥间。如今，中国海军舰
艇跨洋过海，逐梦海天之间，早已成为
常态。“这是和平方舟入列十年来，第
九次走出国门，第七次执行‘和谐使
命’任务，也是航程最远、时间最长、访
问国家最多的一次远航。”作为人民海
军的一员，我有幸三次随和平方舟出
访，见证了这艘“大白船”代言中国、握
手世界的航迹，感受到中国温和的力
量、大国的担当。

（本报上海1月19日电）

上图：正在印度洋东部阿拉弗拉

海域航行的和平方舟医院船。

江 山摄

逐梦大洋，感受中国温和的力量
■江 山

据新华社美国亚特兰大1月18日电

（记者刘品然、王超）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18日在亚特兰大表示，中美建交40年来为
两国繁荣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卡特在“纪念中美建交 40周年暨第
七届卡特中心中美关系研讨会”上致辞
说，美中自1979年正式建交后，不仅两国
实现了更快更好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也
从此前的战乱和冲突走向和平与稳定。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演讲中说，
40年前，是共同利益和责任让我们走到
一起，今天也依然是共同利益和责任让
中美关系继续向前拓展。他表示，两国
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期待我们为人类共

同利益作出更大贡献，现在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需要中美携手共进。

崔天凯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
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
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
依然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会长李小林对卡特在就任总统期间以
及卸任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向前
发展表示感谢。

研讨会由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
究所共同举办，约 200 名中美两国知名
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出席。

美国前总统卡特—

中美建交为两国繁荣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万象1月19日电 （记者
章建华）中国中铁五局中老铁路第一标项
目经理部 19日对新华社记者说，该部当
天完成了中老铁路首联现浇连续梁合龙。

1月 19日凌晨 3时 20分，由中国中
铁五局承建的中老铁路一标那通站双线
特大桥连续梁成功合龙，这是中老铁路
首联成功合龙的现浇连续梁。

那通站双线特大桥位于老挝北部乌
多姆赛省纳莫县境内，全长 1195.822米，
此次合龙的现浇连续梁结构为 36+64+
36米道岔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采用挂

篮施工。
中老铁路桥梁建设在 2018 年取得

突破性进展。由中铁二局承建的中老铁
路全线最长桥梁、老挝历史上最长的桥
梁楠科内河特大桥，当年 6月完成主体
工程施工；中铁八局承建的中老铁路两
座跨湄公河特大桥，在 7月全面完成主
桥基础施工。

中老铁路北起老中边境，南抵老挝
首都万象，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
设、共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
的境外铁路项目。

中老铁路首联现浇连续梁成功合龙

本报亚丁湾1月19日电 特约记
者薛成清、通讯员简日利报道：当地时间
1月 18日，继千里疾驰救治我国渔船伤
员后，海军第 31批护航编队骆马湖舰再
伸援手，成功救治被护船舶“海澜之春”
号患病船员耿玉龙。
“我船上一名船员患心绞痛，疑似心

肌梗塞，请求给予援助！”16时 10分，正
在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 31批护航编
队指挥所，接到被护船舶“海澜之春”号
的紧急求助。该船为巴拿马籍货船，船
长和绝大多数船员均为中国公民。
“他刚开始是胸闷、心慌，现在心绞

痛很厉害，已经扩散到肩膀……”对方详
细介绍耿玉龙的病情时，急切的声音充
满期盼。
“若真是心肌梗塞，耽误了最佳救治

时间，后果将不堪设想！”编队指挥员果

断命令，骆马湖舰立即拉响警报，直升
机、舰载小艇、医疗组迅速做好救助准
备。
“吊放小艇部署！”16时 30分，编队

医疗组火速搭乘骆马湖舰两艘小艇前出
施救，同时做好转运治疗的准备。

小艇快速抵达货船外舷，医护人员
迅速爬上 10多米高的软梯，来到耿玉龙
的房间。经过询问病史、视诊、听诊、测
血压和查体等一番细致检查后，医生初
步判断为颈源性胸痛，排除了心绞痛和
心肌梗塞的可能。经过治疗，耿玉龙胸
痛症状消除，恢复正常行动能力。“谢谢
解放军！”耿玉龙紧紧握着救援医生的
手，激动不已。

夜幕降临前，医疗组向耿玉龙交待
了注意事项，留下阿司匹林缓释片、速效
救心丸等药物后，返回骆马湖舰。

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骆马湖舰

成功救治被护船舶患病船员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总统特朗普18日先后会见到

访华盛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后，白

宫宣布，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将于2月下旬举行，会晤

地点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分析人士认为，美朝此次高层互动释放出双方将继续

推进无核化谈判的积极信号，也给两国领导人再次会面奠

定了基础。尽管美朝在去核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朝鲜半岛

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前景依然可期。

去年以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下，

高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转圜。朝韩领导人在

过去一年里三次举行会晤，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和《9月平

壤共同宣言》。双方还采取了设立共同联络事务所、撤除

非军事区哨所等一系列举措，南北关系大幅改善。朝美自

两国领导人去年6月新加坡会晤后亦有融冰之举，包括朝

方中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释放多名美国人、送

还朝鲜战争美军遗骸，美方叫停部分美韩联合军演等。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半岛局势当下明显呈现出朝韩关

系“升温”快于朝美关系“解冻”的局面，特别是朝美无核化

谈判缺乏实质性进展，一度陷入僵局。

目前，朝美两国在去核路径上分歧依旧。朝方将发表

朝鲜战争终战宣言视作构建朝美互信、发展双方关系的首

要步骤，美方则将此看作朝方进一步做出去核承诺的“奖

赏”；朝方希望美方解除制裁，美方则认为朝鲜的实质性无

核化举措须先于相关安全保障和解除制裁的谈判。

正如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所说，缺乏互信是朝美无核

化对话目前面临的“关键难题”。

多家美国媒体预测，考虑两国关系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美

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地点很有可能选在越南中部海滨旅游

城市岘港。此外，泰国首都曼谷也是媒体认可的热门候选地。

有国际研究机构日前发布报告称，未来双方应寻求更为

长远的和平机制。双方应强化此前所取得的“脆弱”成果，在

第二次领导人会晤期间达成“够得着”的协议。例如朝方此

前已表示愿意采取永久废弃宁边核设施等进一步措施，作为

回应，美国应考虑解除部分制裁并着手起草终战宣言。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

中心客座高级研究员凯瑟琳·文认为，美方可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向积极方向发

展做出一些“大胆举措”，此外也应通过恢复对朝人道主义援助继续释放善意。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克·克罗宁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

说，美朝双方继续相向而行、寻求“折中”途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8日电 记者刘晨、邓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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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 1月 18日，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这里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演讲，从全局和全球视角，以哲学和历史高度，系统
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两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激起思想涟漪，
收获广泛共鸣，更聚合行动力量。面对人类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演奏一曲曲合作共赢的交响，
描绘一幅幅发展进步的画面，书写一个个命运与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