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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9 月 10 日电 （记者王

慧慧 李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日
上午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 2014 年夏季
达沃斯论坛年会的丹麦首相托宁-施
密特。

李克强表示，中丹关系近年实现
跨越式发展。中方愿以明年两国建交
65 周 年 为 契 机 ， 同 丹 方 深 化 政 治 互

信，扩大务实合作，使两国合作从节
能环保、信息通信等产业，向着食品
安全、医疗服务等领域延伸，将合作
共赢的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
新水平。

李克强指出，中丹在国际事务中
有着良好协作。希望双方加强气候变
化政策等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密切在

国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期待
丹方继续为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
设性作用。

托宁-施密特表示，丹中关系正处
于历史最好水平，丹方愿与中方共同庆
祝建交 65 周年，深化丹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加强在北极事务等领域的合
作，推动欧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
记孙春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
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参加会见。

同日，李克强还会见了来华出席
2014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的俄罗斯
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蒙古国副总理特
尔比希达格瓦、格鲁吉亚副总理克维卡
里什维利。

新华社天津 9 月 10 日电 （记者王

慧慧 孟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日
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 2014 年夏季达沃
斯论坛年会的马里总统凯塔。

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凯
塔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克强说，中马始
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两国友好历久
弥坚。中国支持马里为促进民族和解、

恢复发展经济所做努力，愿同马方密切
高层交往和人文交流，扩大农业、矿
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真心诚意地
帮助马里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中方愿继
续参与在马里的维和行动，共同开创中
马关系新局面。

李克强指出，中非是患难与共的朋
友和伙伴。近期西非部分国家发生埃博

拉疫情，中方对疫区人民的境遇深感忧
虑，率先紧急驰援，第一时间提供了防
疫物资，并派出医疗专家赴疫区协助工
作。我们愿同西非国家并肩战斗，共同
为抗击埃博拉疫情，也是为人类健康事
业作出贡献。

凯塔请李克强转达对习近平的亲
切问候，表示中国始终是马里和广大

非洲国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好朋友。马
方感谢中方对非洲国家实现和平稳定
发展、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宝贵支持，
愿与中方携手推动马中和非中关系取
得新的成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
记孙春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
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参加会见。

新华社天津 9 月 10 日电 （记者郝

亚琳 李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日
上午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 2014 年夏季
达 沃 斯 论 坛 年 会 的 阿 尔 巴 尼 亚 总 理
拉马。

李克强表示，中国珍视同阿尔巴尼
亚的传统友谊，愿同阿方一道，以两国

建交 65 周年为契机，加强高层交往，
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
系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李 克 强 强 调 ， 中 阿 经 济 互 补 性
强，拓展在能源、矿产、农业、基础
设 施 建 设 等 多 个 领 域 的 合 作 前 景 广
阔。中方愿从阿进口更多优质特色农

产品和矿产品，支持中国有意愿、有
实力的企业参与阿基础设施建设，特
别是推进连接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
公路建设，实现中阿两国大项目合作的
突破。

拉 马 表 示 ， 两 国 关 系 发 展 良 好 ，
有关合作项目稳步推进。阿方愿同中

方深化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合作。阿
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阿投资，将为
此提供便利。中东欧国家-中国合作已
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合
作，这有利于促进中东欧地区的和平
与发展。

国务委员杨晶参加会见。

新华社天津 9 月 10 日电 （记者王

慧慧 孟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日
上午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 2014 年夏季
达 沃 斯 论 坛 年 会 的 塞 尔 维 亚 总 理 武
契奇。

李克强表示，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
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中东欧国家，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愿

同塞方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提升中塞关系与合作的
水平。

李克强指出，去年我出席中国-中
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中国、塞尔维
亚、匈牙利共同宣布合作建设贝尔格莱
德-布达佩斯铁路。这是中东欧地区首
个跨境互联互通基建项目，有助于促进

地区经济振兴，有助于欧洲的整体发
展。中方愿同塞方共同努力，将其打造
成中东欧乃至欧洲的交通干线。

李克强强调，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利于推动中
欧关系全面均衡发展。中方愿同塞方共同
办好今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推进互利共赢合作，造福双方人民。

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是中国的真
诚朋友，愿与中方在所有领域坚定相互
支持。塞尔维亚将同中方共同推进匈塞
铁路等大型合作项目，办好今年的中东
欧国家-中国领导人会晤，推动塞中关
系和中东欧国家-中国合作取得更多
成果。

国务委员杨晶参加会见。

李 克 强 会 见 马 里 总 统 凯 塔

李克强会见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

李克强会见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

李克强会见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记

者崔文毅）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第 22 届大会 10 日在京举行，本届会
议的主题是“2014 年及未来的亚太
经济合作”。

来自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24
个成员经济体的 300 多位政界、商
界和学界代表将就“新常态：亚太
地区的经济转型”、探索经济增长的
新动力和新方式、中国企业家参与
地区经济合作、亚太金融合作的现
状与前景等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
会会长唐国强表示，太平洋经济合
作理事会通过提供智力支持，在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 政 策 制 定 过
程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基 于 对
APEC 以 及 自 身 使 命 的 深 刻 理 解 ，
太 平 洋 经 济 合 作 理 事 会 不 仅 关 注
2014 年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议程，
更着眼于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
长远发展。

作为 APEC 三个观察员组织之
一，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成立于
1980 年，是亚太地区 20 余个经济体
的政府官员、资深学者和企业界人
士参加的非政府机构。

本届会议由中国太平洋经济合
作全国委员会主办，大会形成的共
识和政策建议将作为大会成果并形
成文字报告供 APEC 参考。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大会举行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大会举行

中国的友好邻邦塔吉克斯坦有“高山之国”的美

称。层峦叠嶂、奇峰林立的帕米尔高原，是雄鹰展翅

翱翔的地方。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仁者乐山。”

这样一个雄壮多山的国度，人民宁静而有内涵，令人

神往。

应拉赫蒙总统邀请，我即将踏上这片秀丽的土地，

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

作组织杜尚别峰会。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到好邻居、好兄

弟家中作客，我满怀欣喜和期待。

中塔友谊起始于 2000 多年前。西汉时期，中国的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开启了

中塔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2000 多年来，丝路上

驼铃清脆、马蹄声声，承载着友谊和合作的使团商队往

来不绝。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谱写出人类文明

史上的华彩乐章。帕米尔高原展翅飞翔的雄鹰成为中塔

人民世代友好的见证。

22 年前，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后，中国成为第

一批同塔吉克斯坦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多年来，中塔

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取得重大成就。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

的边界问题，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相互支持

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深入开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好邻

居、好朋友、好伙伴。

2013 年 5 月，拉赫蒙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我和总统先生在北京共同签署联合宣言，将两国关

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一年多来，中塔关系呈现

全面快速发展良好势头，各领域合作突飞猛进。今年上

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48%，增长势头强劲。一批

新的大型合作项目陆续上马，合作成果亮点纷呈。中塔

公路一期全线贯通，杜尚别 2 号热电厂一期工程第一台

机组并网发电，中塔矿业冶炼工业园启动建设，中国

—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塔吉克斯坦境内段建设和杜尚

别 2 号热电厂二期即将开工。中塔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

快车道，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

上个月，塔吉克斯坦 200 名中学生来华出席夏令营

活动，他们来自杜尚别等 30 多个城市。孩子们在北

京、天津、乌鲁木齐受到热烈欢迎。两国青少年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相互展示才艺，介绍本国文化，

结下深厚友谊。青少年是中塔友好事业接班人，希望寄

托在他们身上。相信他们一定能把中塔友好事业不断发

扬光大。

回顾中塔关系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可以总结

出以下几条重要经验。

——相互尊重是中塔关系顺利发展的前提。相互

尊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是中国对外交往始

终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和精神也写入了 《关于中塔

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联合声明》。国与国相互尊重，

必须彼此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彼此尊重自主选

择的发展道路，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并相互支持。尽管

中塔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习惯、经济发展

水平不同，但双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原则，绝不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最大限度照顾对方关切，设身

处地为对方着想。中塔两国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

典范。

——互利共赢是中塔合作不断扩大的动力。中塔两

国尽管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在合作中坚持互利互惠原

则，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这种以互利共赢为目的的合作

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其发展趋势必将是合作规模不断

扩大和合作水平进一步提高。

——人民友谊是中塔世代友好的保障。中塔两国人

民有着 2000 多年友好交往史。进入新时期以来，两国

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加深，体现在双边交往的各个

层面、各个领域。深厚的民意基础使中塔友好事业不受

外部因素影响，不因一时一事改变。中塔两国永做好邻

居、好朋友、好伙伴的理念深入人心。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同 20 多年前中塔建交时相比，世界已经大不相同。尽

管如此，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

展、促合作依然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不断深化同周

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政

策，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

策，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进一步同

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中国发展更好惠及周

边国家和人民。中国对周边的投入只会增加，不会减

少 ； 中 国 同 周 边 国 家 的 合 作 水 平 只 会 提 高 ， 不 会

降低。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塔吉克斯坦是中国的重要邻

国，中塔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中方高度重视对塔

关系，视塔吉克斯坦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合作伙伴。

我真诚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巩固中塔政治互信，深化安

全、经济、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两国战略协调和

配合，推动中塔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去年 9 月中方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得到

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各国积极支持和响应。目前，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已经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塔吉克斯坦

是丝绸之路重要沿线国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

愿同塔方携手努力，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推

动两国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跨越，更好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我们将致力于加强政策沟通，推动两国国家发

展战略协调和对接，共同为两国大型合作项目实施提供

政策支持，携手构建良好贸易和投资环境。

——我们将致力于促进贸易畅通，发挥好中塔政府

间经贸合作委员会协调和指导作用，积极引导两国贸易

均衡发展，不断扩大贸易规模，丰富贸易种类，优化贸

易结构。

——我们将致力于实现道路联通，共同推动两国之

间以及本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构建两国政

府和边境地方政府长期稳定的口岸管理合作机制，提高

两国边境口岸通行能力。

——我们将致力于推动货币流通，积极开展两国央

行及商业银行互利合作，扩大两国本币在双边贸易和投

资中的使用，为对方银行在本国开展业务提供便利。

——我们将致力于扩大民心相通，加强两国教育科研

机构、新闻媒体、民间友好组织、文艺团体和青年组织友

好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让中塔友好

世代相传。

我在塔吉克斯坦的另一项重要日程是出席上海合作

组织峰会。上合组织是中塔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密切协作

的重要平台。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我们同其他成员国一

道，积极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确立了长期睦邻友

好合作关系，以实际行动开创了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关

系新模式。

上合组织成立 13 年来，坚持以安全合作为基础，以

经贸合作为保障，以人文交流为动力，在应对安全威胁和

挑战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并采取多项务实举措不断深化

经济合作和人文合作。上合组织成立了地区反恐怖机构，

签署了打击“三股势力”的上海公约，迄今已经举行 10

余次联合反恐演习，有力震慑了地区恐怖极端势力。上合

组织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有力推动了成员国经济发展。2013 年，成员国国内

生产总值超过 11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由

2001 年成立时的 4.8%上升到 14.9%。成员国社会各界交流

合作日益密切，巩固了传统友谊。

当前，上合组织维护安全、促进发展、改善民生三大

任务更加紧迫。以更高水平的互信、更有效的合作、更紧

密的利益融合，增强本组织应对威胁挑战的能力，夯实务

实合作和人文合作基础，已成为全体成员国的共识。

塔方作为上合组织现任主席国，为深化组织团结互信

和务实合作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中方愿同塔方和其他

成员国一道努力，开好杜尚别峰会，使上合组织更好维护

本地区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我对中塔关系和上海

合作组织发展的期许。我们愿同塔方伙伴携手并肩，为实

现我们共同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让 中 塔 友 好 像 雄 鹰 展 翅
——在塔吉克斯坦《人民报》和“霍瓦尔”国家通讯社的署名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上接第一版） 到达骡马口加油站时，已是凌晨 2 点多，
杨质高和蓝天救援队队员遇到请求救援的村民们，经过几
个小时努力，大家从废墟中挖出一名 16 岁的女孩儿，不
幸的是她已离开人世。“作为记者，我到灾区是为了采写
新闻，但同时作为一名普通人，对遭遇灾难的同胞伸出援
手是最基本的。”杨质高说。

12 日，杨质高迎来了换班同事后返回昆明休整。但
18 日，他又自愿再次进入鲁甸——这次是为了寻访灾区
大学生，给“全国晚报助学行动”提供信息，让学子们得
到帮助并顺利进入大学。杨质高同样出色地完成了这一
任务。

“价值观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于一名电视记者来
说，摄像机拍下的每一个真实、及时的画面，每一次客
观、公正的报道，都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央电视台云南记者站站长孙振涛这样认为。

作为中央电视台常驻地方的记者站，贴近基层是孙振
涛和他的团队最大的优势。孙振涛经常与同事们一起，深
入到云南贫穷、艰苦的偏远农村，挖掘鲜活、感人和少为
人知的基层故事，这样的节目也许在荧屏上仅呈现五六分
钟，而他们一“走”就是 10 天、20 天。当人们吃着热腾
腾的年夜饭、一家团圆地观看春晚，他们却拿着摄像机奔
走在云南的高山峡谷间。

孙振涛说：“记者站的优势在于深入基层，我们大部
分时间奔走于云南的群山之间。既然选择了记者这份职
业，到现场去，就是我们的天职。”

（新华社昆明 9月 10日电）

急难险重，总有记者冲锋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