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和景明之际，习近平主席即将开启
今年首次出访：4月14日至18日，对越南、
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际，
中国一次备受瞩目的周边外交行动。

此次重要访问，不仅对推动中国同越
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以及中国东盟关系
整体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将为地区乃至
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新动能。

“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
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是中华文明一贯
的处世之道。中国同越南、马来西亚、柬
埔寨等周边国家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中国同三国的
交流往来，就像到邻居家串门一样亲切。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越将实现中越两党
总书记又一次互访；去年，马来西亚最高
元首、总理分别访华；中柬两国领导人的
友谊佳话在两国家喻户晓……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元首外交定向
领航，邻里之间常见面、多走动，体现着中
华民族一以贯之践行的邻里相处之道。
习近平主席年度首次出访选择东南亚三

国，既是对长期友好交往历史的生动续
写，也是回应新形势下加强彼此友好合作
的共同愿望。

“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和具有战
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马两国不仅是
隔海相望的好邻居，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
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中柬铁杆友谊成
色十足，完全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
益”……习近平主席多次高度评价中国同
往访三国的友好情谊。

习近平主席指出，“讲信修睦、协和万
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新时代
以来，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推动中国同
周边国家关系长足发展。目前，中国同越
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均在双边层面达成
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元首外交再度开
启东南亚篇章，中国同三国的双边命运共
同体建设也将开启新局面。

“实现国家安定和人民幸
福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都是东南亚
国家联盟成员国。

习近平主席曾深刻指出：“中国和东
盟国家有相似历史遭遇，实现国家安定和
人民幸福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相似的遭遇，加深相互的理解；共同

的目标，引领共同的努力。中国同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30多年来，双方合作成为亚太
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合作
典范之一。

瞰全局，中国东盟合作进入“快车
道”——双方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
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有
望年内签署，数字赋能、绿色发展成为中
国助力东盟国家转型发展的新兴领域；

论国别，中国同各国双边合作跑出“加
速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
廊一圈”战略对接深入推进，马来西亚东海
岸铁路、“两国双园”建设取得良好经济和社
会效应，中柬“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
廊”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习近平主席的东南亚之行，不仅将为
中国同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深化务实
合作注入新动力，也将让中国东盟合作之
路走得愈加稳健蓬勃，朝着实现现代化的
共同愿景携手前行。

“共同谱写推动构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篇章”

亚洲是全球最富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是亚洲共有的价
值观。

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地，今
日之亚洲，面对愈发动荡不安的世界，对
命运与共的理解与认同也愈发深切。越
来越多的周边国家认识到，亚洲的繁荣得
益于地区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联合自强，
更需要地区国家携手同行、共同维护。

同行，体现在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柬
埔寨在内的周边17国相继同中国达成构
建命运共同体共识，体现在东亚合作、澜
湄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
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

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
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
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中央周边工
作会议指出，周边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关键”。

春意盎然之际，再看今年中国元首外
交的起笔，更感其深远意涵：今年首位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来自亚洲；
春节后首次主场外交，是亚洲国家齐聚哈
尔滨亚冬会；年初以来，习近平主席同多
位亚洲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睦邻友好，众行致远。各方期待并相
信，习近平主席东南亚之行，将有力推动中
国同包括三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深化友好合
作，“共同谱写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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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友好的根基在人民”
——习近平主席引领推动中越传统友谊恒久常新

4月的越南首都河内，春意正浓。走
进象征两国友好的越中友谊宫，一株新栽
种的树正蓬勃生长，树前石碑上写着“越
中人文交流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种植
于2025年3月20日”。

2017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抵达河内当天就出
席了越中友谊宫落成移交仪式暨河内中
国文化中心揭牌仪式。

“中越关系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2023年12月访问越南前
夕，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媒体发表的署名文
章中这样写道。

在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和推动下，中越
两国的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不断为两国友
好注入蓬勃动力。

一场难忘的会见
2023年12月13日，位于河内的国家会

议中心，在鲜花、笑脸、掌声、欢呼声中，
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彭丽媛同时任越共
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夫妇共同会见中越两
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

“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见。我印象最深
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越友好的根
基在人民’。”越南著名将领洪水的外孙
女、越通社《越南画报》副总编何氏祥秋回
忆说，“建交75年来，越中友好合作关系获
得良好发展，充分印证这一深刻论断。”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习近平
主席多次引用越南老一辈领导人胡志明
的诗句，阐释中越传统友谊的弥足珍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
这深深激励着我。”另一位亲历者、越中
友协副主席阮荣光说。阮荣光研究中
国问题和越中关系近50年，参与翻译和
编校了10余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包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越南文版。
他说，他愿继续做好“越中友好故事的讲
述者”。

“从‘两国将军’洪水到中国传统经典
名著在越南家喻户晓，习近平总书记在现
场娓娓道来一个个越中友好故事，让我特
别感动。”越南国家歌舞剧院常任指挥童
光荣也参加了2023年12月的会见活动。

“我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访

问越南期间观看演出后，同参加演出的我
们一一握手，亲切地同我们这些常去中国
演出的人交流，还鼓励我要继续‘加油’，
让我倍感温暖。”童光荣对记者说。童光
荣和中国作曲家莫双双是一对“跨国伉
俪”，两人联手创立了新活力民族乐团，以
越南传统竹乐融合中国音乐元素。他说，
将把“这份温暖”注入未来的越中人文交
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在越南
抗美救国斗争中，广西桂林南溪山医院救
助了5000多名受伤的越南战士。“我听到
这里，热泪盈眶，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
生。”南溪山医院医生邓恋当时作为中国
青年代表在现场聆听讲话。

如今，在南溪山医院的院史陈列馆
里，一幅浮雕生动展现了那段两国人民
守望相助的历史。多年来，南溪山医院
已成为见证和传承中越友谊的纽带。“我
要铭记这段珍贵历史，担当起时代责任，
做好中越‘同志加兄弟’友谊的传承者。”
邓恋说。

一次温暖的相聚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会见中越两国

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还特别提到在越
南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的一段中越友谊
佳话——“育才学校为越南培养了1万多
名学生”。

曾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阮善仁
正是万名学子中的一员。67年前，他就读
于广西桂林育才学校。3月20日，年近八
旬的阮善仁在河内参加了越方专门组织
的一次特别聚会——亲历中越关系发展
的中越各时期留学生、大学生约800人，当
天在越中友谊宫相聚。

会场内，白发如霜的代表们相拥合
影，共忆往昔。“记得我刚去中国的时候，
我们国家处境非常困难，而中国为越南学
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阮善仁动情回
忆。会场外，青春洋溢的越南学生用中文
高呼：“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中越友
谊新的精彩瞬间，在此定格。

中越友好的未来在青年。一代又一
代青年心手相连、互学互鉴，为两国友谊
注入持久活力。

在3月20日的聚会上，苏林在现场致
辞说，两国青年正积极发挥“青年文化使
者”的作用，成为连接两国友谊的桥梁。

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的越南留学生
黎月琼，是2023年12月共同会见活动的亲
历者。“那是我终身难忘的宝贵经历。”她
说，“习总书记很亲切，鼓励我们青年成为
越中友谊的传承者。”

多年学习中文让黎月琼沉浸在越中
文化间天然的亲近之中，留学经历让她更
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与老师和同学的日
常交往不仅建立了友谊，更让我成为两国
友好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她说。

在广州越秀区文明路的骑楼老街上，
两幢三层砖木结构的建筑引人注目。这
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胡志明
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多年来，这里成
为面向两国青年一代讲述中越友谊的重
要场所。

2024年8月，苏林就任越共中央总书
记后首访就来到中国。在访华首站广州，
他参观完这个特殊的纪念地，在留言簿上
写下“祝越中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进修中文的越
南青年裴氏敏说，参观这里后她被深深打
动。“这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物，让我
们了解到胡志明主席在中国期间的革命
活动和生活，感受到越中人民之间的深厚
情感。”

“希望两国各界友好人士特别是青年
一代成为中越友好征程的领跑者，为实现
各自国家百年奋斗征程和构建具有战略意
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切希望，成为中越青年友谊接
力跑的新动力。

一曲动人的旋律
中越之间，总有那么一些旋律，能拨

动两国人民的心弦，唤起共同的记忆。
习近平主席多次访问越南期间，曾提

起上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越南
流行民谣唱道“中国越南如唇齿，须知唇
亡则齿寒”；也曾谈到越南流行歌曲在中
国社交媒体传播，越南歌手在中国综艺节
目中收获大批中国“粉丝”。

“山相依，水相连，山歌一唱都听

见……”3月28日，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
以“中越大联欢·欢庆‘三月三’”为主题的
中越民俗文化交流暨青少年联欢活动，在
两国青年齐声合唱《你来我往有情缘》中
达到最高潮。动人旋律，传递着两国人民
间真挚的情感。

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2024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共同将今
年定为“中越人文交流年”。“要开展连民
心、有温度、接地气的人文交流”——今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通电话
时表示。

从《云宫迅音》《上海滩》等经典曲目
到《大鱼》等现代流行歌曲，越南新活力民
族乐团的歌单越来越丰富。“这些歌曲在
中越两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前奏一
响，马上引发共鸣，现场效果非常好。”乐
团执行总监莫双双告诉记者。

中国影视作品深受几代越南观众喜
爱，“中文热”和“华流”热潮在越南年轻
人中兴起，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越
南……中越人文交流的故事日益丰富。

3月29日，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的支
持下，越南河内-阿姆斯特丹高中正式启
用“越中文化室”。在充满中华文化韵味
的文化室一角，该校高三学生阮霞英端坐
到古筝前，弹起一曲《女儿情》。悠扬旋律
终了，她用流利的中文分享起自己的“留
学梦”：“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已申请去
中国的大学就读，非常期待梦想成真的那
一天。”

河内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德山说，很
多越南年轻人通过网络平台，一边沉浸式追
中国影视剧，一边学习中文、学唱中文歌，了
解中国的人文历史和现代生活。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范明进说，越南学生
高考填报中文专业的比例不断上升。越
南河内大学孔子学院的数据显示，今年第
一季度，在该考点报考汉语水平考试的人
数达9941人次。

“中越人文交流迸发蓬勃生机，两国
领导人亲手培植的友谊之树结出硕果。”
莫双双说，相信中越友谊的深厚土壤上，
人文交流的林海将愈加繁盛。

（新华社河内4月13日电）

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