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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

聚焦责任，汇聚各国政党力量

“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习近平
总书记的主旨讲话围绕对话会这一主题
展开。

观察人士注意到，“政党的责任”是近
年来中国共产党面向全球主要政党举行
的多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共有的主题。
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主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
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2021年的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主题
为“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

“三次重要会议，一个共同主题，可
谓意味深长。”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
究所所长胡正荣说，这样的主题设计从
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
责任感、使命感。

此次高层对话会，共有 150 多个国
家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以
视频连线形式参会，他们有的来自执政
党，也有的来自参政党、在野党，覆盖亚
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广大地
区。据了解，与会的外国政党领导人和
代表人数，远远超过了最初受邀人数。
对话会在中共二十大和中国全国两会召
开之后举行，各国政党期待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中国立场与主张的重要
论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陈须隆表示，通过举办对话会，中方搭
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重大国际影响力
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在这里，各国政
党既可以交流治党、治国经验，又能为共
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寻求破解良方。

“我们从不强迫别人‘复制’中国做
法，不将自己的私利凌驾于人，而是搭建
独一无二的平台，同各国政党对话交流，
不断扩大理念的契合点、利益的汇合
点。”胡正荣说。

党际交往是发展国家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强
调，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
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院副教授张苏秋表示，发挥党际交往作
用，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有助于增进各
方对中国政策主张的理解与认同，夯实
中国同各方的伙伴关系，服务于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总目标。

探讨路径，作答现代化之问

“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

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
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
是合作共赢？”……

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党作为引领和推
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
回答”，进而给出中国方案——

“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
向的人民性”；

“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
路的多样性”；

“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
程的持续性”；

“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
果的普惠性”；

“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
导的坚定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
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 5点主张，实际上是对中
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丰富
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理论，为各国实现
本国现代化提供了启示。

胡正荣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
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
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明确了现代化为
了谁、依靠谁、惠及谁等重要问题，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
律、‘复制粘贴’”“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
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共同做大人类
社会现代化的‘蛋糕’”“现代化不会从天
上掉下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彩论述，引发与
会外国政党领导人强烈共鸣，他们纷纷
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现代化进
程中发挥好引领和推动作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人类进步
事业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
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
化道路的认识，宣示中国共产党的作为
与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
展繁荣”“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
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
类文明进步”“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
共行天下大道”。

胡正荣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
郑重宣示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将坚
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
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
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交流互鉴，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全球文明倡议——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陈须隆表示，这四个“共同倡导”层次清

晰、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尊重世
界文明多样性”是前提条件，“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是根本遵循，“重视文明传承和创
新”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强国际人文
交流合作”是实践的路径和平台。

吴志成说，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文明
发展大势，从人类的前途命运出发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间应该如何交往等重
大命题给出答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
下的担当与气度。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
又一重要公共产品。

2021年9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
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出
发；202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
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为维护共同安全擘画行动路线图。

专家指出，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始终
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
者，“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
担当一以贯之。

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得到与会外国政
党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总统马
杜罗说，委方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
文明倡议，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共迎挑战，共谋发展。

蒙古人民党主席、蒙古国政府总理奥云
额尔登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国际地
区和平合作倡议，蒙方对此表示支持。互
信、对话、合作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和世界
前途所在。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
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
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
然。”习近平总书记真诚的话语温暖人心、传
递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式现代
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
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张
苏秋说，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各国政党的共
同努力下，各国一定可以在探索建设现代化
的道路上携手相伴，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上接第一版）它的开通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
斯远东地区之间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成为
中俄跨境互联互通建设的标志。

从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到落实中俄货物贸易
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路线图，从稳步推进油
气合作大项目到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中俄务实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量质齐升。

十年来，中俄贸易额划出一道强劲的增长
曲线：从2013年的不到900亿美元提升到2022
年的超过1900亿美元，如今正加速迈向两国元
首确定的2000亿美元的目标。

近年来，中国对俄汽车和零配件出口大幅
增长，中国汽车品牌在俄销量持续攀升。到去
年年底，俄罗斯的中国品牌汽车经销商数量已
达1041家。

俄罗斯商品同样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来
自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面粉、酒水装进了中
国百姓的菜篮子、零食箱。俄罗斯出口中心近
日宣布，将增加线上市场的俄罗斯网店数量，方
便中国消费者购买高品质的俄罗斯商品。

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两
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中俄友好社会民意基础
愈加稳固。两国元首亲自推动，延续互办国家
主题年的友好传统，继“青年友好交流年”“媒
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
后，将 2022 年和 2023 年确定为“体育交流
年”。在此框架内，第二届莫斯科“孔子杯”中
国体育与文化艺术项目大赛、中俄体育嘉年华、
第三届中俄冬青会等一系列活动陆续举行，两
国民众感受体育激情，续写中俄友谊新篇。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
斯基说，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俄中两国在过去
十年积极合作，相信未来两国领导人将为双边
合作开辟更多新领域。

发出公平正义强音

2013年，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
出访就来到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
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首次面向世界提出推动

“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呼
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意识。

十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写
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
反映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凝聚国际社会的广
泛共识，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
鲜明旗帜。2013年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演讲

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年来，其现实
意义越发凸显。

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重
拾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集团对抗，还是从人类
共同福祉出发，践行平等互尊、合作共赢，这两种取
向考验大国政治家的智慧，也考验全人类的理性。
事实反复证明，围堵打压不得人心，制裁干涉注定
失败。

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习近平主席作出“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普京总
统则在瓦尔代论坛上指出“人类正处于大变革时
代”。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越应稳步向前。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俄发挥理念引领和战
略规划等各自优势，不断推动多边合作，组织涵盖
的领域从初始的安全，逐步拓宽到政治、经济和人
文等领域，成为完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和地区发
展、维护成员国安全稳定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

中俄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携手建立金砖机
制。在这一机制框架下，中俄等国积极推进全球经
济治理的改革进程，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共同发声，有力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民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今天，以金砖
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新

“引擎”。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性和地区性组织的重要成员，
中俄发挥大国引领作用，为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
民主化增添动力，为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提供保
障。在朝鲜半岛、阿富汗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全球
和地区事务中，中俄两国立场一致，协作密切。

眼下，乌克兰危机仍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危机
升级逾一年，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
谈，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
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今年2月，中国发布《关于政
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为解决危机
提出全面、综合、可行的方案，得到包括当事方在内
的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同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
议概念文件》，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提供了更系统
的思路、更可行的举措。

十年同行，行而不辍。中国将继续同俄罗斯一
道，顺应时代潮流，以团结对冲分裂，以合作取代对
抗，为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记者韩墨、赵嫣、朱瑞卿、张远）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加 强 政 党 交 流 合 作 携 手 共 行 天 下 大 道 为中俄关系定向领航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上接第一版）“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
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国之大
者”、提高政治站位，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夯实我
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就一定能乘风破浪、行稳
致远。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