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61 邮发代号1-9 电话中继线：010-64098000 发行：010-64098482 广告：010-64098258 彩信、短信特服号：移动：335523 联通：935523 中国青年网：www.youth.cn 中青在线：www.cyol.com

共青团中央主管主办 中国青年报社出版

服务青年成长 推动社会进步
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农历癸卯年九月初五

2023年 10月19日 星期四 第17413期 今日今日1212版版

新华社北京10月 18日电 （记者杨依
军 罗鑫） 10 月 18 日中午，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第三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俄罗斯总统

普京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普京总统连续 3次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

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俄

罗斯是中国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的重要伙伴。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投入运营，为两国人民带

来了实打实的好处。中方愿同俄方及欧亚

经济联盟各国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开展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希望中蒙俄天

然气管道项目尽早取得实质性进展，开展

好“万里茶道”跨境旅游合作，把中蒙俄经

济走廊打造成一条高质量联通发展之路。

习近平强调，发展永久睦邻友好、全面

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不是

权宜之策，而是长久之计。明年是中俄建交

75 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准确把握历

史大势，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充实

双方合作的时代内涵。中方支持俄罗斯人

民走自主选择的民族复兴道路，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推动中俄务

实合作高质量发展，积极开拓战略性新兴

产业合作，以 2024－2025年中俄文化年为

契机，举办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习近平指出，不久前，金砖国家实现

历史性扩员，展现了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

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信心。中方支

持俄方明年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会

晤，愿同俄方继续加强在联合国、上海

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

沟通协作，为维护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更大作

用，维护中俄两国以及地区和发展中国家

的共同利益。 （下转2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记者涂
铭 孙奕） 10 月 18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

世界》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宣布中国支持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强

调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

化作出不懈努力。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风清日朗。天

安门广场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旗

迎风飘扬，相映成辉。

出席高峰论坛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国际贵宾陆续抵

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大厅两侧大屏上共建

“一带一路”项目鎏金十年硕果累累。

习近平同出席开幕式的外方领导人集

体合影。

在 《和平－命运共同体》乐曲中，习

近平同外方领导人一同步入会场。全场起

立热烈欢迎。

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建设开放包容、

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提出这一倡议的

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

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

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

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

10 年来，我们坚守初心、携手同

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

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

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

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立了 20多个专

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一大批标志性项目

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共

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

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指导原则。10 年来，我们致力于

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

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

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

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

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

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

力。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

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

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

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强调，过去 10 年取得的成绩

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深刻认识

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

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

系更加紧密。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

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

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

以变通途，“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

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

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

“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共建

“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

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

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

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

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10年
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

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

是人间正道。 （下转2版）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
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
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
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
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
的 热 心 人 、 青 年 群 众 的 引 路
人。”2023年6月26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
子集体谈话时强调，“要着力加
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抓
好面向广大团员和青年的主题教
育”。共青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要决策部
署，认真谋划、深入开展面向
广大团员和青年的主题教育，
引导团员和青年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做
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行动自觉，立志做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

一、深刻认识团员和
青年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青团
是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政治学
校，政治性是共青团的第一属
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
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
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面向广大团
员和青年开展主题教育，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凝心铸魂，对于共青团履行为党
育人根本任务、源源不断为党输
送健康有活力的新鲜血液，具有
十分重大意义。 （下转6版）

本报评论员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之
际，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
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中指出，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
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
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
新平台。

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给相关国家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健

康发展、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作出积极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
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
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
最大公约数。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共建“一带
一路”既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也是为了世界的
发展。2013年至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
口总额累计达 19.1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6.4%。
中欧班列、瓜达尔港、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等
一系列重大标志性基建项目，有效提升共建国
家互联互通水平，有力促进世界经济联动发
展。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评价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时表示，中国企业的投资与合作，包
括匈塞铁路建设，显著促进了匈牙利经济社会
发展。作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各国共同走向现
代化，推进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
经济全球化进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
及各国人民。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经济全球化
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了
经济快速发展，成功开辟和推进了中国式现代
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然而，个别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
主义，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很多发展中国

家丧失自主发展能力，难以进入现代化的轨
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应对经
济“逆全球化”潮流提供了解决方案，为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未来，中国将推
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努
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
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建设一个开放包容、
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

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
好。习近平主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注重
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
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
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
作共赢。 （下转2版）

汇集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0月 1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建设开放包

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10月 1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的主旨演讲。这是会

前，习近平同出席高峰论坛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国际贵宾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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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记者许可 张
骁） 10月 1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习近平指出，中阿建交 50 多年来，双方始

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近年来，在

我们共同引领下，中阿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

阿同为发展中大国，都肩负着推动国家发展振

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的历史使命。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加强战略对

接，推动中阿关系行稳致远，树立全球南方国家

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支持阿根廷维护经济金融

稳定，愿同阿方分享发展机遇，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深化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

作。中方愿进口更多阿根廷优质产品，鼓励更多

中国企业赴阿投资。

习近平祝贺阿根廷获邀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指出中阿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合

作机制等框架内加强战略协调，推进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一贯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一体化进程，愿同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一道，推动中拉论坛建设和中拉关系发展。

费尔南德斯表示，患难见真情。过去几年里，

无论是面对新冠疫情、大旱天灾，还是金融经济困

难，中国都向阿根廷人民伸出宝贵援助之手，令阿

方深受感动，铭记在心。中国是阿根廷的真正朋

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倡议为世界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重要机遇，为促进世界和平

与公平、可持续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阿方完全赞同、积极支持。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希望同中方深化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合

作，推动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阿方

愿积极促进拉中关系发展，同中方一道，坚守多边

主义，加强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合作机制等框架

内沟通协作。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记者许可 陈
旭） 10月 1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肯尼亚总统鲁托。

习近平指出，中肯友好源远流长。建交 60
年来，两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是彼此信赖的

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近年来，中肯合作

实施了蒙内铁路、蒙巴萨油码头等一大批项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肯尼亚开花结果，让两

国人民增强了获得感。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看待中肯关系，愿同肯方一道，推动两国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肯尼亚自主探索符合

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愿同肯方开展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坚定相互支持。欢迎肯方充分利用非洲

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等贸易促进举措和平台，

分享中国市场和开放红利，推动更多肯尼亚特色

优质产品对华出口。中方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肯

尼亚投资，拓展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助

力肯尼亚实现绿色发展。双方要用好孔子学院、鲁

班工坊等平台，深化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强多

边沟通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

鲁托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肯中建交 60 年来，

双方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特别是习近平主

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肯尼亚从同

中国合作中获益良多。蒙内铁路等重要项目极大

提升了肯经济发展能力，增进了人民福祉。相信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

行动，能够进一步助力肯尼亚和非洲实现工业

化、农业现代化和经济一体化。肯方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正当立

场，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成功发展经验，深化务实

合作和人文交流，推动肯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和非中关系不断发展。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下转2版）

习近平分别会见阿根廷总统、肯尼亚总统、尼日利亚副总统、联合国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