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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己达人谋大同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九

从小立志成为火车司机的泰国青年阿努帕·提帕拉，最近获得奖学金

来中国学习铁路技术。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他离“火车侠”的梦想

更近了一步。

无独有偶，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找到

了类似“感觉”。他日前表示，如有合适项目，亚行乐意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从普通民众到国际机构，“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圈粉”，是中国

立己达人、共谋发展的一个缩影。今日之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旗帜，为乍暖还寒的世界经济注入一股“暖流”，在全球范围内赢

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行者。

坚持开放发展互利共赢

137 个境外国家和地区、21个国际组织、8000 家中外企业及机构参展

参会；成立全球服务贸易展望委员会；会议期间累计意向签约额达 1050.6

亿美元……夏日的京城，一场如火如荼、成果斐然的“京交会”，搭建起

中外服务贸易高水平合作的纽带和桥梁，见证着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的坚定和执着，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无限潜力和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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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之时，中国正以更深入的开放举措、

更积极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更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全球经

济增添活力和动力，日益成为世界发展的信心之源。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

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一连串令人瞩目的头衔标注着中国经济的

实力、潜力与活力、韧性，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分享机遇的担当

与作为。

2018 年 3 月以来，美国政府不顾各方反对，单方面发起中美经贸摩擦。

面对咄咄逼人的贸易霸凌，中方保持战略定力，沉着应对，展现了中国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坚定决心。同时，

中国始终按照既定方针，不为任何干扰左右，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充分开放中国机遇与世界共享。

从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制定外商投资法，从降低关税水平

到扩大外资市场准入，一系列扩大开放的硬招实招，向世界展现了改革不

停顿、开放不止步的中国魄力。放眼全球，从非洲到拉美，从欧洲到中东，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打破山海阻隔，拓展发展空间，联结全球市场，把

“遗忘的土地”变成“希望的田野”，开启通向广阔世界的大门。

“在一些国家质疑全球化、多边主义，甚至开始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

义政策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促进开放合作、

推进自由贸易的好平台。”智利总统皮涅拉说。

有学者总结，当今世界经济正在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桥梁的“双环流”

体系，联结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打通贸易、投资、产业链，创造全

新需求与供给。中国作为“超级链接”和“共享中枢”，把互利共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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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生作为打开未来的正确方式。

勇担大国责任增益世界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国际形势，中国

坚守道义，担当使命，为世界和平发展持续贡献正能量。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等全球行动，努力维护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权

威……中国在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上的努力，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说，中国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上重信守诺，这体

现了古老中华文明的智慧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中国矢志不渝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不论是在中东还是

拉美，面对国家间分歧摩擦和地区性冲突对立，中国一贯从事情的是非曲

直出发，不拉偏架，不徇私利，说公道话，做公道事，为消弭冲突、化解

分歧提供公平公正的建设性方案。

在当今世界诸多冲突动荡地区，中国越来越成为守护和平的信心和力

量之源。从积极参与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到推动伊核、叙利亚、

阿富汗、也门等热点问题磋商，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对话替代冲突对抗，

并提出照顾各方关切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多“点赞”。

从应对气候变化到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

发展到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在诸多需要担当责任的国际领域，中国怀着

“天下一家”的情怀，尽己之力，贡献世界。

而与此相反，一段时间以来，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其种种

行动却在跟世界发展大潮逆流而行，跟国际社会人心背道而驰。“从 6 月

10 日起对墨西哥所有输美商品征收 5%关税，直到非法移民停止经由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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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我们国家”——美国挥舞“关税大棒”，砸向近邻墨西哥。

从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退群”，对别家挥舞贸易霸凌大棒，美国政

府的霸蛮行径，危害国际合作，损害各方利益，遭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

世界各国普遍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忧心忡忡地说，当今世界发生深刻

变化，多边体系正面临崩塌。

面对有人开历史倒车搞“丛林法则”霸凌世界，中国始终坚持国际道

义，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谁在与世界共生，谁在与世界为敌?不言自

明。

力推文明交流美美与共

初夏的北京，一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如约登场。除

了亚洲 47个国家代表与会，大会还邀请拉美、欧洲等其他地区代表，就文

明交流展开广泛探讨。这场“文明之约”，发出支持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力

声音，释放出坚持相互尊重、力促文明交融的正能量，在全球引发积极回

响和持久“共振”。

一段时间以来，“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甚嚣尘上，

与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相互呼应，引发广泛担忧。

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站在人类文明和谐发展

的视角，中国旗帜鲜明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调，致力于推动文明对话，

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实现持久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认为，这场文明对话有助加强合作，

实现亚洲和平与共同繁荣，也有助于解决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贩毒、

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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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都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支点和

一道靓丽风景。中国致力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实现沿

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大交流、文明大融合。在中国倡议下，共筑“文明之

路”日益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思想共识和共同行动。

在金砖合作机制中，人文交流与经济、政治安全一起，形成该机制的

“三轮驱动”；在上合组织中，人文合作与安全、经济齐头并进，为促进

上合组织持续有力发展贡献不竭活力。作为金砖合作和上合组织的重要成

员，中国对人文交流和文明融合的重视，为机制和组织“人文气质”的塑

造和培育打下深深烙印。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中国文明观，同样蕴含在多边与双边交往

的诸多细节中。从雁栖湖畔到西子湖畔，再到长城脚下的世园会，重大多

边、主场外交场合，丰富多彩、独具匠心的文化活动融汇东西元素，激发

精神共鸣；从非洲到拉美，中国推动的诸多人文交流举措引发广泛好评；

在高层引领下，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日益丰富，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

格局正在形成。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这是中国的宣言，也是中国的行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

系教授查尔斯·阿姆斯特朗认为，中国凭借倡导多元文化以及不同政治、

经济和社会制度间的和平共存，已成为整个欧亚及更广地区内互联互通和

交流往来的催化剂。

文明的力量，把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湖海，让命运与共成为一种发自内

心的情感认同。

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谋大同。今日之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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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拥抱世界、以精彩纷呈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携手各国迈向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未来。

《新华网》（2019 年 06 月 03 日）

http://mrdx.cn/content/20190604/Articel01008B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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