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董雪） 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大会
10 月 11 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国家副
主席韩正出席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今天上午
在同大家集体会见时发表了重要讲
话，深刻阐释了新形势下发挥民间外
交独特作用，深化中外民间友好，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对
于我们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共同建设
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具有十分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韩正指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成立 70 年来，积极发挥民间外交主
渠道作用，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新形势下，民间外交作为增进人
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
工作和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
量，作用更加重要、地位更加突显、舞
台更加广阔。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
民间外交，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发挥独特作用，搭建更
多民间交往、务实合作、人文交流、青
少年友好的桥梁。

韩正对推动中外友好事业提出四

点建议。一是坚持团结友好，积极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二是坚持互
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繁荣。三是坚
持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
通。四是坚持着眼长远，传承人民友
好事业。

韩正强调，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
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中国愿同各国
一道，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各国人民
相互了解、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朝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

懈努力，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
未来。

厄瓜多尔前总统拉索、爱尔兰
前总理埃亨、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
夫、坦桑尼亚前总理平达、新西兰前
议长卡特、泰国前副总理功、文莱公
主玛斯娜、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
联 合 会 秘 书 长 优 素 福 参 会 并 先 后
致辞。

本次大会以“深化中外民间友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世
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负责人、国际友
好人士和中方代表约500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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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更多民间交往务实合作人文交流青少年友好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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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万象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张崇防 汤沛沛） 当地时间 10 月 11 日，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第 19
届东亚峰会。

李强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今年
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在
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和平共处”更显可
贵，坚持平等相待、互尊互利、共促稳定
对亚洲保持快速发展意义重大，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要继续从五项原则中汲取智
慧。五项原则时至今日不仅没有过时，
反而是大道至简、历久弥新，更加彰显出
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进
一步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聚焦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凝聚共识、
深化互信、加强合作，携手开创地区和
世界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一是坚决
守护和平安宁。继续支持以东盟为中
心、开放包容的区域架构，走共商共建
共享的区域安全治理之路。高度警惕、

坚决抑止危害地区稳定、推高冲突风险
的行为。二是始终坚持互利共赢。中
方愿同各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全球发展倡议，发挥好各自互补优
势，在地区国家需要的绿色转型、数字
经济等领域加大投入，更好实现普惠包
容发展。三是坚定推进开放合作。全
面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加快亚太自贸区建设，推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避免把经贸问题泛政治
化、泛安全化。

李强表示，地区发展繁荣离不开南
海的和平稳定。中方始终致力于遵守包
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始终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坚持同
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积极开
展海上务实合作。当前，中国和东盟国
家正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争
取早日达成。有关域外国家应当尊重和
支持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
稳定的努力，切实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
建设性作用。

李强出席第19届东亚峰会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董雪） 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钓鱼台国
宾馆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常务书记梁强举行会谈。

蔡奇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
总书记就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达
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党两国关系
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越方共同
采取务实举措，推动落实上述重要
共识。

蔡奇指出，中方将越南视为周边
外交的优先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的

同行者，愿同越方秉持“十六字”方
针和“四好”精神，携手开创社会主
义事业广阔前景。双方要传承高层
交往传统，提升政治互信。要加强两
党理论部门合作，执行好两党中央对
口部门、两国地方党委签署的合作文
件，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共
同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要加快推
进互联互通，重点落实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
作规划，强化务实合作，实现利益融
合发展。要深化文化、旅游、教育、
卫 生 、新 闻 媒 体 等 领 域 合 作 ，赓 续

“同志加兄弟”传统友谊，共同谱写
睦邻友好新篇章。要积极倡导真正
的多边主义，在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方
面走在前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要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坚持
相向而行，为各自国家建设和中越命
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
环境。

梁强表示，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并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总体对
外政策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
优先，愿同中方充分发挥党际渠道对

越中关系的引领作用，落实好两党两
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
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战略沟通，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推进经
贸、人文、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
得新成效，增进民间友好，规划好明年
建交 75 周年庆祝活动，弘扬“同志加
兄弟”传统友谊，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
建设不断向前发展。越方愿同中方加
强多边协调配合，为地区及世界和平
发展贡献力量。

双方还相互介绍了各自的国内形
势和党建情况。

蔡奇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举行会谈蔡奇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举行会谈

（上接第一版）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泰国

前国会主席颇钦、美国“鼓岭之友”召
集人穆言灵分别代表外方发言。他们
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在推进民间外交、增进各国人民理解
和友谊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示在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成功摆脱贫
困，实现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希望灯塔。习近平主席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

带一路”等倡议，展现了对全球治理的
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为世界各国紧
密合作、互利共赢指明了方向，中国的
发展繁荣必将继续造福世界。期待同
中方继续加强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
让人民友谊代代相传，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繁荣
作出更大贡献。

外国前政要、王室成员、国际友好
组 织 负 责 人、友 好 人 士 等 约 200 人
出席。

蔡奇、韩正、王毅等参加会见。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表示，今年 7 月召开的中

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
署。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将为自身发展
开辟广阔前景，也将为越南以及世界
各国发展带来新动力、新机遇。中方
愿同越方加强交流合作，携手做改革
道路上的同行者、现代化道路上的好

伙伴。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为首的越
共中央领导下，越南全党全军全民将
顺利完成越共十三大确定的目标任
务，朝着建党建国百年奋斗目标稳步
迈进。

梁强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5 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中国人民
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表示越方坚信
中国一定能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
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越南等社会
主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也具有重大价
值。越中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
邦，越南十分珍视中方在越民族独立
解放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向越
方提供的宝贵支持，一贯将发展对华
关系作为越总体外交的客观需要、战

略选择和头等优先。当前两党两国关
系发展强劲，越南将继续同中方一道
落实好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
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两党两国
关系，促进各领域各方面交往合作走
深走实，更好管控解决分歧，巩固和深
化“同志加兄弟”的精神，推动越中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越中命运共同
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对各位朋友来华出席中国国际
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
立70周年纪念活动表示诚挚欢迎！今
天是中国传统佳节重阳节。这是一个
象征着尊老和团圆的节日。很高兴同
大家共聚一堂，共话友谊。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友好是
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
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实现合
作共赢的基本前提。在座各位长期致
力于对华友好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好
朋友、老朋友。大家不远万里、跨越山
海，都是为了友谊这件大事，都是为了
人民友好的伟大事业，我对此高度
赞赏。

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
路口。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我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答
案。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相关，人
类命运与共，世界何去何从取决于各
国人民的抉择。

一位外国朋友曾对我说过：“友谊
可是件大事，一个友谊的世界才可能
是和平的世界。”正是人民友好的涓涓
细流，汇聚起了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磅 礴
力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十几天前，我们刚刚隆重举行了
庆祝活动。75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既
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

回首来时路，中国取得的各方面
成就都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
奋斗，为数众多的外国企业、机构、个
人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不仅实现了各方互利共赢，也为促
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将始终铭记他们为中国发展作出
的 重 要 贡 献 和 同 中 国 人 民 的 真 挚
友谊。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
国愿同各国朋友加强友好交流，发挥民
间外交独特作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一是要以“同球共济”的精神，凝
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
识。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家
园，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应对变乱交织
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
战。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现在国
际社会则需要“同球共济”。中方始终
坚信，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
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
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
会改变。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弘
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不同民族、不

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
识，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把我们共同生活
的地球建设成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
大家庭。

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汇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
力。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
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
就是为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界，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
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10
多年来的实践带来很多启示，其中重
要的一条就是，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
成事、办好事、办大事。中方不追求独
善其身的现代化，欢迎更多外国朋友
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方愿
本着合作共赢理念，不断以中国式现
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实现和平发展、
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更
好造福各国人民。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
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
相悖。”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
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传播和发展的
规律。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
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
平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是在

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
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
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人民
是善良友好的人民。中方愿同各方一
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
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真诚沟
通，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推动世界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
发展。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
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在发展中外人民友谊、促
进国际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
用。搭建更多民间交往的桥梁，团结
各国朋友，共同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践行者；搭建更多务实合作的桥
梁，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做中国式现代
化的参与者；搭建更多人文交流的桥
梁，鼓励各国民众，共同做中外文明互
鉴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搭建更多青
少年友好的桥梁，激励青年一代，共同
做人民友好事业的传承者。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
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外交是人民
的外交。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
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中方
愿同各国朋友一道，以友为桥、以心相
交，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共同为我
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
世界。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在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外方嘉宾时的讲话

（2024年10月11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新华社万象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贺飞 伍岳） 当地时间10月11日，国务院
总理李强在老挝主席府会见老挝人民革
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国家
主席对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亲切问
候，并祝贺老方成功举办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李强表示，中老是社会主义同
志加兄弟，建交60多年来，两党两国关系
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出新
的蓬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同通伦总书
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新时代中老命运
共同体建设把舵领航。中方始终把发展
对老关系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特殊重要
位置，愿同老方一道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
导人的战略引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互
利合作，携手共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
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
福祉。

李强指出，中方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
坚定相互支持。双方要加快落实构建中
老命运共同体新版行动计划，持续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
国”战略对接，拓展贸易、投资、产能、电
力、矿产等各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挖掘
潜力，发挥中老铁路的带动效益，推动中
老全方位合作取得更多可视成果。中方
愿同老方拓展文化、旅游、教育等人文交
流合作，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为两
国深化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

通伦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的诚挚问候，祝贺中共二十届
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5 周年。通伦表示，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发展成就，国际
影响持续上升，老方对此高度评价。老挝
党、政府和人民始终视中国为密不可分的
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将坚定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台
湾、涉疆、涉港等问题上维护核心利益，坚
定支持三大全球倡议。老方愿同中方进
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强老挝国家发展战
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进老中
铁路等重点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
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

新华社万象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马卓言 马淮钊） 当地时间 10 月 11 日，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
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

李强表示，去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同
欧盟领导人举行会晤以来，中欧保持密切
高层交往，持续推进各领域对话合作，人
员往来大幅增加。双方通过实际行动，释
放了中欧重视战略沟通、愿意加强合作的
有力信号，继续以中欧关系的稳定性为世
界注入确定性。明年，中国和欧盟将迎来
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欧方一道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巩固中欧关系稳定向好势
头，增进战略互信，加强互利合作，为提升
双方人民福祉、推进全球和平发展事业作
出更大贡献。

李强指出，历史和实践已经反复证
明，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和平、建设性力量，
保持良好关系、加强务实合作有利于各自
发展，有利于世界繁荣稳定，有利于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国际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推
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既是
中欧双方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中国将欧洲视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合作伙伴。同
时，中国也是欧洲实现能源和绿色转型、
共促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希望
欧盟机构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制定客观、
理性的对华政策。

米歇尔表示，欧方积极评价中国近年
来取得的发展成就，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各层级
各领域交往对话，加深相互理解，拓展互
利合作，增进双方人民福祉。欧方希望通
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促进欧中经贸
关系发展。欧盟坚持战略自主，愿同中方
加强在国际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新华社万象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朱超 刘畅）当地时间10月11日，国务院
总理李强在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
列会议期间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

李强表示，长期以来，中新保持密切、
良好的高层交往，两国领导人就事关双方
长远利益的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
商发展大计，这是中新推进发展两国关系
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中方愿同新方
延续这一优良传统，加强战略沟通协调，
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持续筑牢政
治互信基础，把握好中新关系的正确
方向。

李强指出，当前，中新都处在国家发
展建设的关键时期。明年两国将迎来建
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以此为契机，加
强发展对接，发挥互补优势，坚持以高质
量、前瞻性引领两国全方位合作。双方要
拉紧经贸纽带，积极发掘更多利益联结
点、合作增长点，拓展先进制造、数字经
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合作，深化教育、
文旅、青年、地方交流合作，更好促进共同
发展。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
坚持开放包容，坚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共同维护亚洲和平稳定发展。

黄循财表示，当前新中关系发展势头
良好，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进展，高度契
合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
系”定位。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反对“台独”，不会被任何“台独”势力所利
用。新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持续增
进互信，推进经贸、数字经济、第三方市场
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新方支持中
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愿同中
方保持国际多边事务沟通协调，共同反对
保护主义，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
作出更大贡献。

新 华 社 万 象 10 月 11 日 电 （记 者
蒋励 赵旭）当地时间10月11日，国务院
总理李强在老挝国会会见老挝国会主席
赛宋蓬。

李强表示，中老是社会主义友好邻
邦，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相
互支持，在各自改革开放和革新事业中互
学互鉴，“同志加兄弟”是两党两国传统友
谊的生动写照。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
老关系迈入构建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
方愿同老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
通，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深化
各领域全方位合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
设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力。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立法机
构交往。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立法机构
合作协议，用好合作机制平台，保持立法
机构高层、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的
良好交往势头，促进双方治国理政和立法
监督经验交流，更好服务中老关系大局，
为双方共促发展繁荣提供更多助力。

赛宋蓬表示，老中传统友谊深厚，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和三大全球倡议在国际社会广受赞誉，
老方高度赞赏、坚定支持。感谢中方长期
以来对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老方愿同
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促进老中友好和务实合作深入发
展，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
成果。

李强会见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理事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