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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拉美大陆的湛蓝

苍穹，划出一个美丽的“V”。
从大西洋畔的巴西，一

路南下，直抵与南极隔海相
望的阿根廷；转身北上，跨过
赤道，来到濒临加勒比海的
委内瑞拉；再向北，抵达地处
墨西哥湾的古巴。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同拉美国家领导人，一道开
启了新的“中拉时间”。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15 世纪末，欧洲航海家哥伦
布，率船队横渡大西洋，来到拉美大陆。今天，世界重新
发现拉美，发现它的潜力和能量。

中国，拉美，北半球到南半球，东半球到西半球，本是
地球上最远的两端，却走近彼此，命运与共。

中国，拉美，拥有相同的名字：同是发展中国家，同是
蓬勃发展的新兴力量，挑战和机遇并存，智慧和经验共享。

中国，拉美，发出相同的声音：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格
局中，和平发展，互利合作，新秩序新规则，中拉齐声共振。

中国，拉美，拥有相同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团结协作、发展振兴的拉美梦，交相辉映。

发现历史机遇需要远见卓识，捕捉历史机遇需要智
慧气魄。“当前，中拉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21世纪不仅是太平洋的世纪，还应有一
个拉美的世纪。”

巍巍安第斯山下，汤汤亚马孙河畔，习近平主席同
拉美国家领导人共同擘画中拉关系美好未来。

——中国，巴西，东西半球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阿根廷，迈入战略伙伴关系的 10 年大门；
中国，委内瑞拉，走进建交至今的“四十而不惑”之年。此
访都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古巴，“三个坚定不移”标注了新时期的坐
标，“坚定不移深化肝胆相照的友谊，坚定不移开展互利
双赢的合作，坚定不移做改革发展的伙伴”。

7月17日下午，巴西利亚，阳光一路铺展。中拉领导人
齐聚一堂，历史性会晤，成为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的重头戏。

中国倡议，应者云集。双方一致决定建立平等互
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成立
中国—拉共体论坛。

此时，习近平主席上任1年4个月。追随他风尘仆仆的
脚步，皑皑冰雪，炎炎烈日，高山峡谷，碧海沙漠，中俄、中非、
中美、中国—中亚、中国—东盟、中欧、中国—东亚⋯⋯

今天，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绘出了面向未来的画卷，
实现了载入史册的“全覆盖”。

印象篇：中国日 中国情

从习近平主席踏上拉美大地起，时时是特殊礼遇，处
处是热情接待。拉美媒体把最醒目的版面、时段留给了
中国贵宾。到访国以匠心独运的外交礼仪，讲述着一段
段中国情。

——巴西，如油画，热情绚烂。
一场隆重仪式，热情欢迎习近平主席。总统府前，笔

直宽阔的大道上，骑兵马队威武飒爽，护送习近平主席
专车缓缓驶来。两侧礼兵执戟站立，习近平主席健步走
向总统府，同迎候多时的罗塞夫总统亲切握手。

两国元首登上观礼台，俯瞰近处，骑兵分列式蹄疾步
稳。马蹄声、军靴声、声声入耳。

在巴西国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发展中巴关系的
政策主张。参议长卡列罗斯说，您是国会大厦赢得“迄今
最多的掌声”的外国领导人。巴西向全国现场直播，无数
民众聆听中国、感知中国。

世界杯落幕，又迎金砖峰会；金砖国家峰会客人尚
在，巴西已华丽转身，大街小巷布满了中国红。巴西赶制
了两批彩旗彩灯，红黄色相间代表中国，黄绿色相间象征
巴西。彩灯错落有致，彩旗迎风猎猎，从空中俯瞰，宛如
一幅浓郁绚烂的油画。

——阿根廷，似探戈，明快粗犷。
川流不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大屏幕反复播放着

中国片，悠远历史、璀璨文明、昂扬新貌⋯⋯行人驻足品
味。10年前，正是克里斯蒂娜总统的丈夫、阿根廷前总统
基什内尔，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
一刻，当同习近平主席一起签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
合声明时，她按捺不住内心喜悦，连连竖起大拇指。

正逢中国马年，“马背上的国家”阿根廷，精心挑选了
两匹骏马作为国礼，寄语中阿关系一马平川、奔腾向前。

多明格斯众议长专程驱车一小时，陪同习近平主席
访问共和国庄园，考察阿根廷农牧业发展。谈中国成就，
讲中国印象，问中国经验。好客的阿根廷人民，把所有的
美好一一捧上，牛肥马壮，水草丰茂，空气中的热情，夹杂
着草茵芬芳久久不散。

——委内瑞拉，如交响乐，恢弘壮阔。
一进领空，两架战机升空护航，皑皑白云间穿梭，如

影随形。马杜罗总统亲临机场，政府部长、三军将帅几乎
倾巢而出。来自查韦斯家乡的民众载歌载舞，淳朴的笑
容像绽放的木棉花。一路是闻讯而来的民众，一路是五
星红旗飘扬，一路是欢快的裙摆飞扬。习近平主席一次
次挥手，一次次握手。

庄严的国会大厦，歌声、鼓声、欢呼声相互激荡。
习近平主席同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卡韦略会见，议员们齐

聚一堂，表达对中国贵宾的崇高敬意。
访问期间，马杜罗总统几乎全程陪同。国家公墓，安

葬着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等革命先驱，两国元首并
肩步入庄重肃穆的大厅，委内瑞拉青年交响乐团奏响激
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厅中的回响，共鸣着顽强拼搏
的民族力量。

查韦斯陵，共同的追忆，共同的缅怀。查韦斯是中国
人民的伟大朋友，也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亲密的友情。
委内瑞拉副总统阿雷亚萨和夫人——查韦斯总统的大女
儿，一同陪同习近平主席表达追思。

往事如烟。“2009 年访委，在我同副总统会见时，查
韦斯总统主动加入，会谈延续了加倍的时间。我们谈得
非常契合。”“查韦斯总统亲自驾车，一路从总统府开到军
人俱乐部，把我送到下一场活动地点。”“第二天，我到他
的总统办公室，一对一地谈了两个多小时。”⋯⋯

——古巴，似佳酿，日久醇香。
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中古之间的特殊情感，从踏

上哈瓦那土地的那一刻起扑面而来。
看望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拉开了访古序

幕。3 年转瞬即逝，再次见面分外亲切。精神矍铄的菲德
尔，把习近平主席迎进寓所，促膝交谈。谈话意犹未尽，
年近 90 岁的菲德尔，又热情邀请习近平主席来到庭院农
庄，一路讲解，一路讨论，整整参观了一个半小时。原定
一个小时的活动，一延再延。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也步入耄
耋之年，两天时间马不停蹄陪同习近平主席参加多场活
动。绵绵情意，仿若 3 年前。当时，劳尔主席一路陪同时
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古，一见如故、意气相投。

从哈瓦那飞往圣地亚哥，劳尔主席登上中方专机，让
自己的专机空飞同行。高空煮茶论英雄。袅袅清香，沁
人心扉。家国情怀，世界胸襟，纵横捭阖。

“英雄城市”圣地亚哥，推开历史的大门，劳尔主席亲
自担任解说。两国元首身着古巴国服“瓜亚维拉衫”，到
先烈陵园献花，探访革命旧址，感怀故人，感念友谊。

整整一天颠簸劳累，劳尔主席仍坚持赴机场送行。
再一次握手、再一次拥抱、再一次恳谈、再一次为枝繁叶
茂的中古关系培土浇灌。

为表达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敬意和感谢，到
访国还拿出最尊贵的勋章。委内瑞拉、古巴，分别把国家
最高荣誉勋章“解放者”、“何塞·马蒂”勋章郑重授予
习近平主席。阿根廷参众议长专门通过国会决定，新设
了“阿根廷国会荣誉贵宾”称号授予习近平主席。

共赢篇：历史机遇 战略对接

浩瀚两大洋，挡不住中拉人民的交往和并进。
19世纪初，首批中国茶农远赴拉美，来到盛产咖啡的

拉美大陆种茶授艺。种下希望、收获友情。茶和咖啡，两
个大陆的相识，两大文明的融合。

一部中拉关系史，同中国改革进程、拉美发展历程齐
头并进。中拉机遇的辐射力、影响力，宛如绵绵春雨，在
蓊郁浩莽的丛林中更增添勃勃生机。

访问中，习近平主席耳闻目睹拉美大地上的中国力
量和速度。“中国制造”列车川行不息，承载着“出行梦”；
中国建造的住房鳞次栉比，温暖着“住房梦”；中文课堂书
声琅琅，编织起年青一代的“职业梦”⋯⋯

全方位战略对接，正逢其时。
巴西正实施“壮大巴西”等一系列发展规划，阿根廷

展开“2020 年发展战略”，委内瑞拉继续推进 21世纪社会
主义建设，古巴进行经济模式更新。大洋彼岸，中国正在
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努力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梦和拉美梦息息相通。中拉双方要勇于追梦、

共同圆梦。”这是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会演讲时发出的携
手发展强音。

春江水暖，百舸争流。中巴企业家委员会 2014 年年
会闭幕式上，中拉企业家济济一堂。从主席台上放眼望
去，台下眼神满是期待。

中拉合作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领域之宽，一场签约
仪式即可窥斑见豹。习近平主席以“上天入海、包罗万
象”形容中巴务实合作。在两国元首见证下，中巴签署
30 多项协议，累计金额 350 多亿美元。为节约时间，桌子
两侧同时签署 4 份文件。一些签字代表左右往返，现场
媒体啧啧赞叹。

经济命脉、民生民情，习近平主席对这两大合作领
域，投入了更多关切。

——一条铁路、一张金融网，联动经济命脉。
访巴期间，中国、巴西、秘鲁决定合作探讨建设两洋

铁路，连接大西洋、太平洋。地图上，长达 5600 公里的大
动脉，横贯南美洲，眺望两大洋，牵引四地，通连八方。

还有一个铁路项目，落户阿根廷。克里斯蒂娜总统
看重中国技术，在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上提出，合作

建设基什内尔和塞佩尼克水电站、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
改造项目，习近平主席欣然应允。

金融市场，经济晴雨表。乘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之势，
金融合作持续发力。中巴探索铁矿石贸易人民币结算试
点；中阿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探讨融资、大宗产品直
接贸易结合的一揽子合作；中委融资合作机制继续深化，
双边经济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一批住房、一条农业链，关系民生民情。
委内瑞拉“住房大计划”，牵动千万家。马杜罗总统陪

同习近平主席走进蒂乌娜社会住房项目，层峦叠嶂的山脚
下，一幢幢新房拔地而起。习近平主席观摩新房，要求中
国企业走出去要秉持正确义利观，“以信誉赢得信任”。

中国，农业大国；拉美，天下粮仓。从农业示范园区，
到农业全产业链，中拉农业合作因地制宜，用机制创新播
种下新的希望。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应邀来到两个农庄。
在阿根廷，走进共和国庄园。黑土地上，莫内塔家族

收获了一年年满仓的喜悦，代代繁衍生息。莫内塔告诉
习近平主席，兄弟几人想开拓新的农牧领域，几番考察论
证，发现哪一行都离不开同中国合作。

在古巴，他走进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庭院农庄。粮食
安全的话题，从 2011 年延续至今。菲德尔展示中国赠送
的辣木、桑树种子，已是枝繁叶茂。习近平主席回忆起菲
德尔为他当场调配的那盘辣木沙拉。3 年过去了，习近平
主席带来了新种子⋯⋯

文化，东西方共通的语言，深入合作的一座桥。
庆祝中巴建交 40 周年联合文艺演出，两大悠久文明

的对话与合作。两国艺术家台上挥洒自如，两国观众台
下轻声和唱。中古芭蕾舞联合演出，习近平主席亲切接
见了 93 岁高龄的阿隆索女士。这位当之无愧的世界芭
蕾女王，特地为中古友谊编排了芭蕾短剧《舞者》。

拉美各界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普遍看好，他们相信，
从中拉合作中能赢得未来、更能赢得尊重。

访问期间，多次听到这样的赞赏：“和中国交往有舒
适感，互相尊重、坦诚相待、互利双赢。”“中国对我们的帮
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更绝非强加于人、颐指气使。”

“中国举措务实，说话算数。”习近平主席回答道，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中国说过的话一定算数，合作中有什么问
题都可以商量。

“独行快，众行远。”听闻习近平主席在共见记者时的
这句话，克里斯蒂娜总统很有共鸣，她感叹道，这是一个
深刻的道理，也是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的关键。

道路篇：自信坚定 互鉴共进

巴西国会演讲，习近平主席再提“鞋子论”：“我说过，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世界上没有包治百
病的灵丹妙药，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我
们应该继续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道路，走过了一段艰辛历程。以时间去
检验、以实践去检验，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执着前行。

拉美国家领导人往往会提出一个请求：请讲一讲中
国的治国理政思路和经验。

罗塞夫总统对中国的熟知令人惊叹。她告诉习近平
主席，“自己读了市面上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却仍然不
解渴。”“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非常了不起。”“巴方愿意
同中方交流借鉴改革经验，加强全方位合作，这对巴西至
关重要。”从干部培养，到城镇化进程，罗塞夫问得细致。
习近平主席讲起 30 年前的小渔村深圳，讲起中国城镇化
进程中的求索⋯⋯

阿根廷正在重拾增势的道路上艰难爬坡。同习近平
主席共见记者时，克里斯蒂娜总统说：“中国的发展是个
奇迹。阿根廷钦佩中国的发展，愿意借鉴中国成功经
验。”她尤其赞赏中国的“坚持”和“规划”⋯⋯

“坚持”蕴含道路自信、战略自信。回望历史长河，习近平
主席娓娓道来：“世界多姿多彩、多元多样，每一个国家都应
该走人民拥护、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我们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

委内瑞拉有着浓重的“中国情结”。马杜罗总统在同
习近平主席共见记者时，对中国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两国元首会谈间隙，马杜罗总统陪同习近平主席，来到查
韦斯总统生前工作过的办公室。桌上，一本厚重的委内
瑞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摊开，这是委内瑞拉委托中国精
心编制的。习近平主席轻轻翻阅，红笔、蓝笔、黑笔，查韦
斯密密麻麻作了标注⋯⋯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同样展示了学习的自省、
借鉴的气度。习近平主席对马杜罗总统说：“中国共产党
执政 60 多年，不仅总结自身历史经验，而且研究世界各
国政党治国理政有益经验。”

古巴，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访古期间，
习近平主席到访哈瓦那革命广场。54 年前的如潮呐喊
声，犹在耳畔。中国那时正被重重封锁，而在这个广场

上，菲德尔问百万群众，是否
同中国建交，众口一词作出
肯定回答。一段建交的佳话
传颂至今。习近平主席对劳
尔主席说，不论国际形势怎
么变，坚持中古长期友好是
中方的既定方针。

中 委 关 系 同 样 不 畏 风
雨。2009 年，习近平到访委
内瑞拉时，正值国际金融危

机肆虐，各国均面临严峻挑战，两国领导人会晤表示，“中
委一致决定继续深化两国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携
手共渡难关，用实际行动诠释患难见真情”。查韦斯总统
执政前，中委两国只有 20 多项合作协议，1999 年至今，两
国间协议骤增至 450项。

上任以来，习近平主席两次不远万里访问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同拉美领导人一道探讨彼此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探寻开放合作、互鉴共进的新机制，规划中拉共同发展。

命运篇：责任担当 志合意聚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收到中国倡议，拉美 10 国
元首、1 位政府首脑、5 位特别代表来到巴西利亚。中拉
领导人会晤如约举行。

习近平主席在会上提出“五位一体”合作倡议，尤其
是“1+3+6”——一个规划、三大引擎、六大领域。一石激
起千层浪。“大家一致支持成立这个机制，一致表示要踊
跃参与到这个机制中。”

习近平主席倾听每一位代表的发言。乌拉圭总统穆
希卡说，这是中拉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厄瓜多尔总统科雷
亚说，相比居高临下的傲慢，中国的“1+3+6”才是尊重拉
美的务实举措⋯⋯

“今天下午是‘中拉时间’。中拉这么多领导人能相聚
在一起，本身就是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习近平
主席的这一深邃判断，得到了远在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
罗的呼应，他在古巴党报《格拉玛报》上撰文称，习近平
主席访问拉美，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不会定格在今天，将
会被载入史册。

对于中国，它是外交布局的“全覆盖”。
对于拉美，它是外交舞台的“再登台”。
对于世界，它是对国际格局和秩序的“再塑造”。
中拉面积之和、人口之和，分别占世界的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两块广袤大陆，汇聚着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谁能忽视他们凝聚起来的力量？

《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的
主旨发言题目，正是一份历史使命。地方、双边、整体、国
际，中拉合作打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格局，也打开了一
扇命运与共的大门。

习近平主席正是中拉合作的亲历者。对拉美的美好
记忆，始于地方合作。“我是第三次来这里。”访巴期间，
习近平主席忆起巴西之缘。

1996 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的
习近平，首次踏上巴西大地，飞赴福塔莱萨，签署建立友
好省州的备忘录。福建省和塞阿拉州结成了姊妹。

布宜诺斯艾利斯，中拉地方交往的一个典范。习近平
主席会见马克里市长，他为习近平主席准备了一把城市
钥匙、一件博卡青年队 10 号队服。此前阿根廷国会已向
习近平主席赠送了阿根廷国家队 10 号队服，习近平主席
幽默地问道：“转会费多少？”

对努力促成中拉整体合作的新朋老友，习近平主席
感念在心。“罗塞夫总统亲力亲为，做了大量工作，也展现
了地区影响力。”“马杜罗总统积极响应、支持中拉论坛，
不遗余力做了很多工作。”“克里斯蒂娜总统亲自前往巴
西利亚，表达了支持成立中拉论坛的决心。”“古巴担任拉
共体轮值主席国期间，积极促成中拉整体合作。正是在
古巴峰会上，通过了《关于支持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的
特别声明》。”拉共体四驾马车“为筹建中国—拉共体论
坛，成功举办中拉领导人会晤做了大量工作。”⋯⋯

战略格局中，整体合作和国际协作相互辉映。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协调推动下，金

砖五国以整体合作之力，自主创立了多边金融机构。拉美
之行中，这一话题不断被提及，每个国家从中找寻发展的机
遇，看到了整体合作为争取国际话语权带来的正能量。

“它的成立，是对既有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可以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更加深刻的反思、更加主动的改
革。”习近平主席一席话，深刻说明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

访问期间，关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探讨，常常成为会
谈会见的内容。习近平主席说：“中拉在全球事务中加强
协调和配合，对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会演讲：“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
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
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
量来办。”这些倡议，在拉美辽阔大地回响不息⋯⋯

上世纪 80 年代，在会见阿根廷时任总统阿方辛时，
邓小平同志曾经断言，“将来也会出现拉美世纪”。

26年后的今天，太平洋两岸，中国、拉美紧紧握手，一
个中拉命运与共的时期正阔步走来，新的“中拉时间”开
始了⋯⋯

文/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新华社北京 7月 27日电）

“农民朋友们，林桥村黄坝组收购 1 米冠
红叶石楠，胸径 7 厘米紫叶李，请有苗供应
的农户与苗木经纪人吴永成联系⋯⋯”7 月
16 日上午，记者来到苗木专业村安徽来安县
舜山镇林桥村，远远就听见“大喇叭”在播
送苗木供求信息。

信息播出不一会儿，吴永成就接到 3 个
联系供货的电话，“广播真是帮大忙了，以前
收货要几天，现在半天就够了。我们苗木供
得快，卖得俏！”

一旁的村党支部书记况文卿接过话茬：
“广播能把分散的农户聚拢起来，经纪人买得
不着急，苗农卖得更顺畅！”村里22个村民组
有 66个喇叭，平均一天播出 50多条苗木供求
信息，只要广播一响，不管是在家吃饭的、上

街赶集的，还是田里干活的，都能收听得到，
供求信息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农户不用四
处兜售就能及时把苗卖出去，广播真正成了农
民致富的好帮手。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来安
县积极创新服务群众形式，把舜山镇和省市
美好乡村示范村作为试点，投入近 90 万元建
设农村广播站，在村组安装 208 个喇叭。广
播栏目设置也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制作关
注农村、贴近生活的节目，搭起干群沟通的
桥梁，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广播宣传政策、普及科技知识和生活常
识讲得明、说得透，遇到特殊事件处理更加
迅速及时。”新安镇广播站播音员孙秀梅这样
描述农村广播的作用。据介绍，县广播电视

台紧密联系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特点，
根据不同时令、不同作物向农民传播各类科
技知识和信息。

对于重新走进农民生活的“大喇叭”，美
好乡村建设示范点张山乡桃花村的村民们同
样觉得不可或缺。“广播里播放我们喜爱的歌
曲，在田里干活也不觉着累！”“到了交医
保、养老保险的时候，广播一通知，我们一
个也漏不掉！”在村文化活动中心，村民们兴
奋地说。

来安县文广新局局长王峰说，“农村广播
是宣传政策的大阵地、传授科技知识的大平
台、促进农民致富的好助手、倡导文明的大
讲堂，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载体，
能延伸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触角。”

安徽来安县：

“大喇叭”成致富好帮手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韩先秀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李强报道：7 月 26
日，河北省石家庄青园社区迎来了一支“小红帽”队
伍。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也在其中。
孙瑞彬一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提着喷水壶，仔细查找着
墙上乱张贴的小广告。清除巴掌大的一张纸片，需要反
复几次喷水，才能铲除干净。当天，石家庄共有 7000
名共产党员志愿者分赴 72 个对口服务的社区，开展文
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并把每周六确定为“文明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日。河北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把“共产党员志愿者活动”作为转变作风服务群众
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全省蓬勃开展。

为进一步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充分发挥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巩固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河北省委专门出台了 《关于全省共
产党员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河北 11 地市
全部开展了党员志愿者活动，注册党员近 200 万人。

邯郸市注册共产党员志愿者达到 18.2 万名，在开
展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中，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
义诊、法律咨询与援助、消费维权、公交卡办理等
便民服务。沧州市则突出党建工作，为加强党员志
愿者和基层的联系，该市实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 和 人 民 团 体 在 职 党 员 到 居 住 地 社 区 （村） 报 到
制度。

河北

：

党员志愿者服务进社区

新 的“ 中 拉 时 间 ”开 始 了
——记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四国并出席中拉领导人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