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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尊敬的各位元首、政府首脑、议长、国际组
织负责人、部长，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各位成员，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椰风暖人，海阔天高。在这美好的季节

里，同大家相聚在美丽的海南岛，参加博鳌

亚洲论坛 2013年年会，我感到十分高兴。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

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诚

挚的欢迎！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12 年来，博鳌亚洲论坛日益成为具有全

球影响的重要论坛。在中国文化中，每 12 年

是一个生肖循环，照此说来，博鳌亚洲论坛

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希望能更上一层楼。

本届年会以“革新、责任、合作：亚洲

寻求共同发展”为主题，很有现实意义。相

信大家能够充分发表远见卓识，共商亚洲和

世界发展大计，为促进本地区乃至全球和

平、稳定、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

当 前 ， 国 际 形 势 继 续 发 生 深 刻 复 杂 变

化。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

日益加深，遍布全球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几

十亿人口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同时，天下仍很不太平，发展问题依然

突出，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

艰难曲折，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

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

济结构面临不少困难，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

一步完善。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依然任重而

道远。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

地区之一，亚洲发展同其他各大洲发展息息

相关。亚洲国家积极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发

展道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有力促进了

世界发展。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共克时艰，

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

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 50%，给世界带来了信

心。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次区域合作

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亚洲要谋求

更大发展、更好推动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共同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还需

要爬一道道的坡、过一道道的坎。

—— 亚 洲 发 展 需 要 乘 势 而 上 、 转 型 升

级。对亚洲来说，发展仍是头等大事，发展

仍是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迫

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不断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亚 洲 稳 定 需 要 共 同 呵 护 、 破 解 难

题。亚洲稳定面临着新的挑战，热点问题此

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

有所表现，实现本地区长治久安需要地区国

家增强互信、携手努力。

—— 亚 洲 合 作 需 要 百 尺 竿 头 、 更 进 一

步。加强亚洲地区合作的机制和倡议很多，

各方面想法和主张丰富多样，协调各方面利

益诉求、形成能够保障互利共赢的机制需要

更好增进理解、凝聚共识、充实内容、深化

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人 类 只 有 一 个 地 球 ， 各 国 共 处 一 个 世

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

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

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

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

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

台阶。

第一，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

提供不竭动力。长期以来，各国各地区在保

持稳定、促进发展方面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

做法。对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要继续发扬光

大。同时，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

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摒弃不合时宜

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

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要加大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发展

质量，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要稳步推进国际

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

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亚洲历来

具有自我变革活力，要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使 亚 洲 变 革 和 世 界 发 展 相 互 促 进 、 相 得

益彰。

第二，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

提供安全保障。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

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

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

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

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

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

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

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

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

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各国交往频繁，磕

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

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

互关系发展大局。

第三，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

提供有效途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

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

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要

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

定发展基础。要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

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

民，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多作贡献。

第四，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

提供广阔空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

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

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我们

要秉持开放精神，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经

验，共享发展资源，推进区域合作。进入新

世纪 10 多年来，亚洲地区内贸易额从 8000 亿

美元增长到 3 万亿美元，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

贸易额从 1.5 万亿美元增长到 4.8 万亿美元，

这表明亚洲合作是开放的，区域内合作和同

其他地区合作并行不悖，大家都从合作中得

到了好处。亚洲应该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

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域外国

家也应该尊重亚洲的多样性特点和已经形成

的合作传统，形成亚洲发展同其他地区发展

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是亚洲和世界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中国发展离不开亚洲和世界，亚洲和世界繁

荣稳定也需要中国。

去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

发展蓝图。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 2020 年国

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 2010 年的

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

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我们也认识到，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

和挑战，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

活，还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将坚

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牢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这条主线，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

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将坚持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

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我们将大力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

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贸易额由 1000

多亿美元增至 1.3 万亿美元，已成为众多周边

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

投资来源地。中国同亚洲和世界的利益融合

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势

头，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将持续扩大，

对外投资也将大幅增加。据测算，今后 5 年，

中国将进口 10 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

资规模将达到 5000 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

超过 4 亿人次。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亚洲和世

界带来发展机遇。

我们将坚定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

中国人民对战争和动荡带来的苦难有着刻

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

求。中国将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

己 ， 又 以 自 身 发 展 维 护 和 促 进 世 界 和 平 。

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

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

完整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

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中国将在国际和地

区热点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

劝和促谈，为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理有关

问题作出不懈努力。

我们将积极推动亚洲和世界范围的地区

合作。中国将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

设，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促进区

域内经济融合，提高地区竞争力。中国将积

极参与亚洲区域合作进程，坚持推进同亚洲

之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区域次区域合作。中

国将继续倡导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加强同各国的双向投资，打造合作新亮

点。中国将坚定支持亚洲地区对其他地区的

开放合作，更好促进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共同发展。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

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亲仁善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亚

洲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事业没有终

点，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新起点。中国愿同五

大洲的朋友们携手努力，共同创造亚洲和世

界的美好未来，造福亚洲和世界人民！

最后，预祝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7日电）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2013年4月7日，海南博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泰国公主诗琳通。

俞正声欢迎诗琳通再次来华访问。他说，公主殿
下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来用自己
亲身感受向泰国人民介绍中国的发展与变化，致力于
推动中泰文教、科技等领域合作，无愧于“人民友好使
者”和“十大国际友人”的称号。

俞正声指出，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将一如既
往高度重视发展同泰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愿同泰
方 一 道 ， 继 续 保 持 高 层 交 往 传 统 ， 扩 大 务 实 合
作，巩固民意基础，使中泰友好不断发扬光大。

诗琳通说，我目睹了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
化，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高兴。我愿继续为
促进泰中友好，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努力。

俞正声会见泰国公主诗琳通俞正声会见泰国公主诗琳通

依偎在滔滔不息的黑龙江畔的逊克
县奇克镇山河村，似乎在追忆逝去的岁
月——一张泛黄的插队知青合影黑白照
片上，仍洋溢着姑娘们靓丽的身影。照
片上的徐桔桔端庄娴秀，贾爱春则朝气
蓬勃，而眼前的徐桔桔和贾爱春，乌黑的
秀发已被流逝的时光漂染成灰白色。

43 年前，上海知青徐桔桔在黑龙江
省逊克县山河村插队。2011 年，她与河
南知青贾爱春告别城市生活，重新回到
山河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扶持
农民发展蔬菜种植、养猪等多种生产经
营，带领村民走上共同致富之路。是什
么力量让她们步入花甲之年还毅然回到
年轻时插队为之抛洒汗水的黑土地？

急性子的贾爱春说：“我就是忘不了
这里，离开几十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这
里。我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为哺
育过我们成长的当地农民做点实事。”

今年 64 岁的河南知青贾爱春 1975
年下乡插队到山河村，与徐桔桔同住一
个宿舍。1979 年两人先后返城。此后她
们没有中断与山河村村民的联系，持续
资助村里的困难户，偶尔也回来探望。

重返山河村源自贾爱春资助村里建
活动室。在为乡亲们建活动室期间，不
少村民找贾爱春反映村子缺少活力，发
展缓慢，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带头人。
有村民提议，能否让昔日的知青回来当

“村官”，带领大家致富？
当贾爱春把这一想法告诉已退休并

被企业返聘的徐桔桔时，她的第一反应
是“异想天开”。随着两人不断沟通，徐
桔桔开始查阅相关农业政策，认真考虑
自己的专长能不能为山河村做些事情。

徐桔桔曾征求过一些村民的意见，

他们认同合作社是农村发展的方向。在
认真研究和多方请教后，徐桔桔决定帮
山河村成立种植合作社，带着大家共同
致富。

离开东北农村 30 多年后，带着对黑
土地的浓厚感情和对现代农业发展前景
的期盼，两名老知青开始人生再次创业。

徐桔桔担任山河村党支部书记，并
成立了种植合作社，贾爱春担任起合作
社的董事长。

成 立 合 作 社 ，土 地 规 模 经 营 是 关
键。要实现土地流转，把土地连片经营
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大机械的优势。但是
因为传统观念影响，一些村民不愿意将
以前低价承包的机动田交给合作社。两
个人多次召开大会，宣传合作社权利义
务、分配形式等。从对合作社一无所知，
到 96%的村民带着他们视为命根子的土
地加入，2012 年 1 月 4 日，合作社注册成
立。一位村民的话最能代表大家的想
法：她们是真心实意帮我们致富，我们没
有理由不相信她们。

2012年是山河村调整种植结构的第
一年，将近一半的土地由种黄豆改为种
玉米。但是，去年秋涝严重，玉米水分比
往年高很多。而部分村民对玉米增收抱
有很大的期望，打算多留些日子，卖个高
价。贾爱春和徐桔桔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一方面组织大型机械尽快收割，联系
有关粮企收粮。另外一方面挨家挨户奔
走，劝那些待价而沽的村民赶紧出手变
现。徐桔桔得知肇东一家粮企收购价格
较高时，押车往返近千公里卖掉粮食，贾
爱春则 3 天 3 夜没有合眼，把地里面能抢
收的粮食都抢收了。没多久，玉米收购
价格直线下跌，村民夏忠辉说：“如果没

有她们，我不知道要赔上多少钱，现在一
算不但没赔，一公顷还多收入上千元。”

去年，是合作社运行的第一个年头，
虽然遭受了地区性大旱，但是仍然实现
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每公顷土
地纯收益达 6100 元，入社农民人均增收
2000 元以上。徐桔桔和贾爱春告诉记
者，今年她们联合其他 8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立了逊克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改
变农民及合作社单打独斗的现状。

“协会统一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集
体采购降低了种地成本。今年计划建 2个
500 吨的烘干塔和 1 个 2 万吨的粮囤，纵
向发展产业链，增加农民土地产出利润。”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山河村村民有的
外出打工，有的举家搬到县城做生意，还有
人发展起蔬菜种植、养猪等多种经营。

村里的晾晒场闲置下来，徐桔桔、贾
爱春召开村委会将晾晒场免费租给村民
裴希洪两年，让他发展养猪业。徐桔桔
又帮助他跑贷款，建猪舍，去年出栏 100
多头，收益 3 万多元。徐桔桔说，山河村
有种植白菜等细菜的传统，我们发展养
殖业，可以将牲畜的粪便转化成农家肥，
减少甚至不使用化肥，长出的菜无污染、
无公害，形成上下游产业结合。而且我
们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订单式发展的蔬
菜种植之路，和农垦等几家有实力的大
公司签订合同，按照他们提出的标准和
要求生产蔬菜，每年每公顷收入至少也
能达到 4万元至 5万元。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贾爱春告诉记者，
每个人都有梦想，我们知青也有梦，这 30
多年都没有变过，那就是希望把知青的
第二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老知青“二次下乡”再献一份爱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张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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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43 年前插队落户的乡村群众过

上富足生活，两位退休老知青徐桔桔、贾

爱春回到当年下乡的山河村，将自己对第

二故乡的无限热爱与深厚感情化作带领村

民致富的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

真爱，令人肃然起敬。

将爱升华到责任，是一种更高的精

神追求。十七八岁下乡，在农村干了十

多年，好不容易回到城市，又拼搏奋斗

了 30 多年，辛辛苦苦半辈子的两位老知

青，本可享享清福，但她们却要重返农

村与泥土打交道，这源于她们对第二故

乡的深厚感情，更源于“爱意味着责

任”这一深刻理解和感悟。正是在这理

解和感悟下，她们没有停留在对过去知

青经历的简单回忆和陶醉上，而是深切

地看到了现今的责任和使命，主动挑起

为父老乡亲“再发一分光、再献一片

爱”的重担。

徐桔桔、贾爱春为我们树立了榜

样。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个

中国人的梦。包括知青一代在内，每个

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应为此努力。只

要我们万众一心，将对家庭、对国家、

对民族的爱，化成勇于承担和履行责任

的强大动力，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奋斗，

任何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

更 高 的 精 神 追 求更 高 的 精 神 追 求

本版编辑 秦文竹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
会开幕式上所作的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
来》 主旨演讲，赢得现场热烈掌声。与会嘉宾表
示，习近平阐述的“亚洲观”和“世界策”，展现了
中国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凝聚起亚洲和世界各国顺
应时代潮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
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和平犹如空
气和阳光”“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经济将继
续保持健康发展势头”⋯⋯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认为，习主席深
刻阐释了实现“中国梦”与实现中国与亚洲乃至世
界共同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向国际社会郑重宣
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经济
体，中国将与世界各国精诚合作应对各种挑战。

“习主席谈睦邻传统博古论今，析机遇挑战鞭辟
入里，论改革创新胆略兼备，话合作共赢朴实可
亲。这种朴实是一种深刻、一种自信。”科技部副部
长张来武说，“因为变革创新意味着发展方式的深刻
转变，合作共赢背后是远见和友情。”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习主席阐释的中国“坚持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
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赢得
高度赞扬。

“中国给世界一个光明的亚洲。”蒙古国驻华
大使策·苏赫巴特尔表示，当国际金融危机困扰欧
美时，中国成为亚洲发展的引擎。快速增长的中
国经济带动了邻国的发展，也照亮了亚洲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既阐述了机遇和潜力，也不
回避困难和挑战，更指明协调各方面利益诉求、形

成能够保障互利共赢的机制，需要各国更好地增进
理解、凝聚共识、充实内容、深化合作。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说，习主席亚洲
发展“需要爬一道道的坡、过一道道的坎”的论断
发人深省。长期以来，我们靠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
技术获得“后发优势”。这几年，主要经济体经济疲
软，倒逼亚洲国家加速自主创新。

与会工商业精英普遍认为，听了习主席的讲话
深受鼓舞。外商更愿意“走进来”，华商更自信“走
出去”。

“习主席的演讲发出了亚洲好声音，激励我们中
国企业更勇敢地走出去，拓展海外业务，参与国际
竞争与合作。同时赢得更多的文化理解和包容。”海
航集团董事长陈峰说。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表示，中小企业
需要走出去。但受限于规模较小、人才不足，面临
很多困难。习近平主席“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
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观点将加快我国中小企业

“抱团走出去”的步伐。
淡水河谷中国区总裁久安表示，中国市场具有

巨大且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中国新一届政府亲和
的态度和中国市场“欢迎式”的态度“非常吸引
人”。淡水河谷看好在中国业务的发展。

博鳌，海南省琼海万泉河入海口。美丽的“玉
带滩”畔，一边是平静如镜的万泉河，一边是烟波
浩瀚的南海。江、河、海在这里交汇一体，中国、
亚洲、世界共此时耕耘梦想。

（新华社记者余晓洁 魏骅 王晖余 李菲 罗

宇凡）
（新华社海南博鳌 4月 7日电）

亲 仁 善 邻 共 创 未 来
——习近平博鳌讲话引起与会嘉宾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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