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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2版）
刚刚落幕的进博会，一家家亚太企

业满载而归；刚刚开港的钱凯港，一些拉
美邻国正准备前往考察。《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中国与东盟
实质性结束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以及
中秘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的新消息
令人振奋……

世界瞩望着，感叹着：“中国是开放
合作的真正引领者”“习主席让我们感受到
中国的稳定和可靠”“全球需要像习主席
这样的领导人”……

此次利马会议，在中方积极推动下，
各方发表了《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马丘比丘宣言》《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
议程新展望的声明》《关于推动向正规和
全球经济转型的利马路线图》三份成果
文件。致力于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
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推进亚太自由贸
易区建设，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
蓝图》……一项项重要的会议成果，饱含
中国智慧的结晶。

带着共识，带着成果，迎来了亚太大
家庭的“全家福”时刻。蓝色背景板前，
与会领导人肩披具有秘鲁特色的羊驼绒
围巾，并排而立。习近平主席站在博鲁
阿尔特总统右侧，同博鲁阿尔特总统不
时交谈。微笑、挥手、致意，镜头定格了
亚太大家庭的时代景象。

16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
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
织2026年东道主。

10年前，亚太雁阵从北京起飞的壮
景犹在眼前，世界期待着深化亚太合作、
造福亚太人民的又一个“中国时刻”。

一路路，一程程。这是一个迈向复
兴的民族开放合作的勇毅，是一个胸怀
天下的大国命运与共的追寻。

（三）百年·大变局：与世界
相约，为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
汇聚更大合力

世界的百年变局，文明的千年交
融。有人说，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大文
明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气质。

这一独特气质彰显于中拉友好、亚
太合作的事业，也塑造着新时代中国对
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运筹、对人类前途
命运的思考。

11月16日下午，利马海豚酒店，中国
代表团的主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
晤在这里举行。

特殊的时间节点，赋予中美元首利

马会晤特别的意义。
握手、问候、合影，现场快门声响成一

片。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会面，距离上
一次的旧金山会晤过去恰好一年零一天。

“很高兴再次同拜登总统先生见
面。”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很高兴再次见
到您。”

过去4年，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
伏，但也开展了对话和合作，总体实现了
稳定。

经验值得总结，启示需要记取。以
两个时间维度回望，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愈发清晰：

一个时间维度，建交45年。
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两

国做伙伴、做朋友，求同存异、彼此成就，
中美关系就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如果把
对方当对手、当敌人，恶性竞争、互相伤
害，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退。”

一个时间维度，过去4年。
习近平主席生动地将中美关系比作

一座大厦，从2021年视频会晤到2022年
巴厘岛会晤再到2023年旧金山会晤，一
步步为大厦建穹顶、搭基座、立支柱。此
次利马会晤，习近平主席又高屋建瓴地
总结7点经验和启示：要有正确的战略认
知，要言必信、行必果，要平等相待，不能
挑战红线、底线，要多搞对话和合作，要
回应人民期待，要展现大国担当。

回望的是过去4年，着眼的是未来数
年乃至数十年、上百年。习近平主席深
刻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
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
纪之问。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世界密切关注
着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方愿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
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努力实现中美关系
平稳过渡，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
阐明立场。

“我们两国不能让竞争演变为冲
突。这是我们的责任，无论是对于我们
的人民，还是像您所指出的，对于世界各
国人民。”拜登总统作出积极回应。

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四个“没有变”，
成为国际媒体报道中美元首利马会晤不
约而同的重点：“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
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
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
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
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

国际观察家如是评论，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十分有力，“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定锚”。

把舵大国关系，为动荡不安的世界
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广交四方朋
友，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汇聚更大合力、
创造更多机遇。

常常是一场会见刚刚开始，下一场会
见的外宾已经抵达酒店等候。在习近平
主席的“APEC时间”里，密集的双边活
动与重要的多边议程接续展开。

泰国、新加坡、新西兰，三国总理都
是就任后首次同习近平主席见面。会见
聚焦的是，赓续友谊、深化合作。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与您会面，习近平
主席！”泰国总理佩通坦首先表达谢意和
敬意。习近平主席回忆起两年前的曼谷
之行，展望着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佩通坦总理谈起对不久前访华的深刻印
象，讲述着她对中国减贫经验的钦佩、对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的理
解。明年将迎来中泰建交50周年暨“中
泰友谊金色50年”，佩通坦总理向习近平
主席发出再次访泰的热情邀请。

一年前，中国与新加坡关系提升为
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今年
两国又共同庆祝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
30周年，明年还将是中新建交35周年。

“喜事”一桩连着一桩，习近平主席同黄
循财总理达成共识：继续在现代化道路
上携手前行，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拉克森总理此前多次到访过中国，
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今年恰
逢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新西兰10周年、
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继
续发扬“争先”精神，共同打造相互尊重、
彼此包容、聚焦合作、共同发展的中新关
系。拉克森总理热情回应：期待同中方
共同维护区域贸易的自由和开放，促进
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韩国、日本，一衣带水的近邻。会见
聚焦的是，坚守建交初心，树立正确认知。

见到习近平主席，尹锡悦总统忆及
两年前在印尼巴厘岛的会见。国际和地
区形势风云变幻，两国元首都表示坚守
建交初心，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首次同习近平主席会面，石破茂首
相当面感谢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他当选
日本首相的致贺。当前，中日关系处于
改善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主席明确
指出，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树立正确相
互认知，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把握好

两国关系正确方向。
数日前，智利总统博里奇在圣地亚

哥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展区收到一本西
班牙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这一次，他特意把书带到会场，请习近平
主席在扉页上签名。

从曼谷到北京再到利马，两年来，博
里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三度会面。每一
次沟通交流，都是一次“发现”中国的历
程。此次见到习近平主席，他专门就钱凯
港开港道贺，表示智方同样向中国企业打
开大门。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智利始终走
在拉美国家前列，这一次也不甘落后。

一项项耀眼的合作成果，让世界更
加确认，中国不仅是古老的文明，更是繁
荣的机遇、发展的榜样。

一次次坚定的政策宣示，也让亚太
和世界更加确信，“下一个‘中国’，还是
中国”。

听听这些激荡在亚太合作大舞台上
的中国声音吧：

“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继续为全球
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引领
世界经济提质增效”；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继续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重要动力”；

“中国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中方欢迎各方继续搭乘中国发展
快车，同中国经济共同发展，为实现和平
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
代化共同努力”……

有学者指出，与历史上的“大国崛
起”不同，中国的发展是作为“文明型国
家”的崛起。见过那么多的风景，经历过
那么多的风雨，中华文明在绵延5000多
年的岁月里，淬炼出了进取的精神、包容
的胸怀、对和平发展的不渝信念。

世界在动荡中行进，人类社会又一
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习近平主席以“文明”破题：“秘鲁纳
斯卡文明的巨大地画，身在其中者迷，唯有
居高者方能窥其全貌。中国也有诗云，‘不
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能看到多久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
的未来。习近平主席语气坚定：坚持登
高望远，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
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文明倡议，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
——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

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在你来我往中相亲相近
——从2024旅交会感受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4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11月24
日在沪落下帷幕。本届旅交会上，中外
客商展商交流互动，展现彼此最具吸引
力的文化旅游资源。人们听宣讲、看项
目、谈合作……感受中国高水平对外开
放为世界旅游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今年旅交会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
以“你好！中国”为主题。为期3天的展
会吸引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余位国际参展商及近600位海外旅
行商参展参会，同时开展600多场线下专
业洽谈。

人们在马来西亚展台欣赏曼妙的特
色舞蹈，在韩国展台跟着“黑白大厨”学

做美食，在泰国展台亲手制作绒线饰
品，在上海展台沉浸式感受街区、发现

“上海礼物”系列文创产品，在甘肃、山
东展台欣赏歌舞曲艺表演，在黑龙江、
河北展台感受冰雪世界，在国际山地旅
游联盟展台体验全新旅居装备……场内
活动精彩纷呈，场外各国、各地居民正在

“双向奔赴”。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接待国内外游

客2.87亿人次，同比增长约21%。特别
是，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免签政策、提升入
境效率、完善移动支付，前三季度上海接
待入境游客461万人次，同比增长100%，
全年入境游客有望突破600万人次。”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
海将培育更多文商旅体展联动融合的新
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吸引更多中外游
客纷至沓来。

今年以来，我国国内游、出境游、入
境游三大市场活力十足。

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长张
庆信说，中国持续成为马来西亚重要的
旅客来源国之一。截至9月，今年入境马
来西亚的中国游客已有253万人次，高于
2019年同期水平。他说：“马中两国实行
相互免签入境措施，以及双方近年来在
旅游领域密切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两国
人民之间的往来与互动。”

就在本届旅交会开幕当日，中国宣
布扩大免签国家范围、进一步优化免签
政策。消息发布后，参展企业迅速响
应。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周卫红介绍，企业接到众多
日本企业和游客咨询，目前已调整了旅
游产品费用，并协调航班机位，以满足更
多入境游客需求。

业界人士认为，以旅交会为新的平
台和契机，中外旅游业界加强合作，将推
动全球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
展，也将在你来我往中，促进人民交往交
流、相知相近。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