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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当地时间11月21日清晨，当习近平
主席乘坐的专机迎着朝霞，自巴西首都巴
西利亚腾空而起，2024年时间最长、路途
最远的一次大国外交行动，写入了历史。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这是“中拉时间”新的开始。习近平

主席对秘鲁、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同拉美
国家领导人密集互动，中拉关系驶向了更
广阔海域。

这是中国同世界关系历史性变迁的
又一个新坐标。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
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两个全球瞩
目的多边舞台上，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
讲话，描绘了公正世界新愿景，也讲述了
中国的立场与行动。

14日至16日，秘鲁利马；17日至21
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

这些时光、这些城市，留驻在中国外
交的印记里。而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的抉择与作为，也引领着世界的前
行。世界在新的外交故事中，倾听中国、
读懂中国：

那里有“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
祉为念”的大国情怀；

那里有“为推进世界共同繁荣、开创
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合力”的大国
担当。

中国故事的世界回响

♦当地时间18日上午 里约热内卢
峰会第一阶段会议

攸关世界格局走向也映射世界格局
变迁的G20峰会，再一次来到拉美。

里约热内卢，汇聚了代表着全球2/3
人口、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5%和全球贸
易额的80%的世界重要经济体领导人，汇
聚了万千聚光灯。

峰会会址位于一座融汇了历史与文明
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一早，人们纷至沓来，
有G20成员领导人，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
责人，还有些来自主办方邀请的嘉宾国。

习近平主席几乎是压轴出场。红旗
车驶过瓜纳巴拉湾的滨海大道，驶过挥舞
中巴两国国旗的欢迎人群。抵达会场时，
主持峰会的卢拉总统热情上前迎接，相识
已久的两位领导人亲切拥抱。

背景板上，峰会主题格外醒目：“构建
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

公正、可持续，在变乱交织的时代，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世界，弥足
珍贵。一方面，“全球南方”渴望更多、更
公平的发展机会，这成为国际上日渐洪
亮、不容忽视的声音；另一方面，旧的格局
尚未打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依然
在力图阻隔世界。

在“全球南方”所共同面临的发展挑
战里，饥饿与贫困问题排在前头。G20轮
值主席国巴西也是从这一角度着眼，作出
不同于过去峰会的日程安排：“抗击饥饿与
贫困全球联盟”启动仪式暨第一阶段会议。

习近平主席第五个发言。
“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都致力

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
正世界。”

2016年，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
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留下
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8年间纵有疾风
骤雨，中国坚定不移发展自己，锲而不舍
引领“全球南方”发展。

中国的脱贫故事，正是全球发展故事
中最壮美的篇章之一。当习近平主席讲
到“中国已经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提前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减贫目标”“我先后在中国的村、
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工作的一个
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件大
事”时，很多与会者感佩不已。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不仅仅是脱贫
经验的累积、脱贫方式的拓新，更让渴望
摆脱贫困的“全球南方”，从中国故事中收
获信心和希望。

习近平主席娓娓道来：“中国脱贫历
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
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
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
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

大国之大，在于大格局、大担当、大情
怀。

“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支持非洲发展”“支持减
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科技
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支持二
十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
作”“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
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习近平主席宣
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被称为
近年来中方面向“全球南方”、面向全球发
展合作所提政策举措的一次体系式整合。

“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
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
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
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

习近平主席话音落时，会场爆发出持
久的掌声。“一次历史性的讲话。”有与会
者这样感叹。多位外国政要向中国代表
团提出，可否分享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稿。
还有国际组织第一时间围绕实施“八项行
动”同中方展开对接。

会场外，合影处。东道主打破排序惯
例，将习近平主席请到合影中间区域。背
景里是里约热内卢的碧海蓝天，又一个历
史瞬间被定格。

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

♦当地时间18日下午 里约热内卢
峰会第二阶段会议

第二阶段会议开始，主题是“全球治
理机构改革”。

G20领导人峰会已经走过16年历
程。同舟共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勠力
同心、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携手同行、
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创造的历史，已被
历史铭记。

“站在新的起点上，二十国集团应该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做完善全球治
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习近平
主席一篇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
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讲话，就全球治理改
革问题作出迄今最系统完整的阐述：

完善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
治理，一一对应的是，建设合作型、稳定型、
开放型、创新型、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

从两个不同维度端详，可清晰洞见中
国方案的时代意义、历史价值。

行动维度上，“标本兼治”是着眼点。
每一步，都是在抉择未来。面对更趋

激烈的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较量，世界
期待G20做出正确选择。持续推动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避免经济问题政治
化、人为割裂全球市场，避免以绿色低碳
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些声音，不
仅仅是中国主张，也成为汇聚越来越多力

量的众声合音。
每一步，都是在走向未来。解决紧迫

难题是当务之急，挖掘长远动能同样时不
我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
发展，为世界经济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蓄
积强劲动能。完善全球数字治理，加强人
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呼吁“科技向善、
造福人类”的声音激荡会场。

理念维度上，“公平正义”是大方向。
环顾当今世界，治理赤字往往与公平

赤字密切相关。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
长期滞后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势在
必行。

审天下之时，度微末之势。中国坚定
主张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变
革：“建设一个公正的世界，需要二十国集
团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
则，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更大发展。”

会场内外，对中国主张的呼应与支持
经久不息：“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推动全
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注
入重要动力”“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在峰
会上就全球治理阐述的精辟主张，愿同中
方加强沟通协作”……此情此景，正如一
句古语，“执大象，天下往”。

19日中午，里约热内卢峰会闭幕，各
方的密集磋商沉淀为载入史册的峰会宣
言。

“为可持续、包容、韧性的全球发展创
造条件”“加快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
进程”“提供以人民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
务”……全球治理理念，越来越广泛地同中
国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相契合。

杭州峰会启动的相关发展议程延续，
“将通过《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支持非
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等继续支
持非洲”写入宣言，实现从杭州到里约热
内卢的历史衔接。这是多边外交的中国
印记。

中国贡献不止于此。推动提升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是中国多年的努力。习近平主席曾率先
发声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这一次，
非盟第一次正式坐在了会议桌前，全球治
理中的“南方声音”更加响亮。

多边舞台的双边时刻

♦当地时间18日早上至19日中午 7
场双边会见

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
伴。多边舞台的双边时刻，有博弈交锋，
更有结伴而行的情谊、携手与共的合作。

峰会日程之外，还有7场双边会见。
18日一早，阳光在海面上洒下的粼

粼波光还没有隐去，英国的车队已驶入
习近平主席下榻的酒店。

英国首相斯塔默，走进会见厅。握
手、合影、落座。在纵横捭阖间，共同书写

“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下一个篇章”。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随后进入

会见厅。
“10年前的今天，我正在对澳大利亚

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的美好回忆，
温暖了会场气氛。

回望10年，中澳关系并非一路春风
和煦。当前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来之不
易，进一步相向而行才是正确选择。回应
两国社会合作意愿，习近平主席倡导推动
建设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阿尔巴尼斯总理积
极回应。

这一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墨
西哥总统辛鲍姆见缝插针见了一面。次
日，自早晨开始，一直持续到峰会闭幕会

前，德国总理朔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玻
利维亚总统阿尔塞、阿根廷总统米莱，相
继来到习近平主席下榻的酒店。

7场会见，合作是一条主线。
每一重合作擘画中，都有着时代的课

题。
经贸合作，回应的是要贸易保护主

义，还是要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问题。
中德分别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

体，“续写相互成就的合作故事”关乎世界
经济复苏。近来，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
征关税引发全球担忧，中德一致认为应通
过对话谈判尽快解决问题。谈及中墨合
作，习近平主席强调双方都倡导普惠包容
的经济全球化。辛鲍姆总统说，“我完全
赞同您对我们两国关系的评价”。同为经
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维护者，中
澳两国加强协调和合作，共同反对保护主
义，不仅利好各自发展，也利好亚太振兴。

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合作，回应的是选
择多边主义，还是选择单边主义的问题。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法两国
领导人进一步凝聚共识。“深化战略沟通，
加强相互支持，保持中法关系稳健、积极
发展势头”，中欧关系就多一重保障，世界
多极化就多一分动力。“中英作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既
肩负推动各自国家发展的重任，也承担应
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习近平主席十分
重视中英关系的全球意义。斯塔默首相
表示，“英中都坚持多边主义”“愿同中方
加强多边沟通协调”。

每一份合作共识中，都有着推动“全
球南方”共逐现代化之梦的夙愿。

坚定支持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现代
化事业方能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表示，
支持玻利维亚、阿根廷探索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清晰明确的中国态度赢得信
赖。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表示，愿进一步
深化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阿根廷总
统米莱表示，阿根廷希望成为中国可靠和
稳定的合作伙伴。

坚持务实合作的人民情怀，是为了标
定现代化的价值方向。一致同意将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同玻利维亚2025年发展
规划对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
合作，中玻共同看到的是增进人民福祉的
机遇。“中国对阿政策始终面向阿根廷全体
人民，中阿合作也造福全体人民。”习近平
主席的政策阐释着眼根本。阿方态度恳
切：愿进一步密切同中国在各领域合作。

里约热内卢的双边时刻，也是当前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朋
友圈”越来越大的一份写照。

一个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大国，一个倡导和合共生、坚守责任的
大国，收获的是信任，是情谊，是共赴未来
的坚定抉择。

不远山海的相知相亲

♦当地时间19日至21日 对巴西进
行国事访问

“中国和巴西虽然远隔重洋，但这
从未阻挡彼此相知相亲的脚步。”习近平
主席访问期间的一句感言，正是中巴关系
的最生动写照。

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对巴西
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20日上午，位于帕拉诺阿
湖中半岛的总统官邸，120名龙骑兵威武
飒爽，马蹄声、礼乐声，声声入耳。两侧礼
兵执戟站立，习近平主席健步走向黎明
宫，同迎候多时的卢拉总统夫妇亲切握
手。 （下转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