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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 雁 栖 湖 ， 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密集的元首会
见告一段落。

布里斯班—堪培拉—
霍巴特—悉尼—惠灵顿—
奥 克 兰 — 楠 迪 。 10 天 ，
3 个 国 家 ， 7 个 城 市 。
习 近 平 主 席 “ 旋 风 式 ”
的访问，成为年度外交
的压轴大戏，也为中国
外交写下浓重一笔。

从雁栖湖畔到南太平洋岸，世界的目光追随着中
国。2014 年 11 月，中国的“外交月”。

访问期间，恰逢党的十八大召开两周年。看似时
间的巧合，却蕴含着战略布局的深刻含义。

运筹帷幄，深耕细作。追寻习近平主席的足迹，
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多
边外交、主场外交⋯⋯中国故事在世界回响，承前启
后的外交格局日渐清晰。

23 日，挥别楠迪。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飞机由南
向北，在湛蓝苍穹划下一道壮美的航迹。大洋洲之行
的帷幕徐徐落下⋯⋯

把历史的镜头拉长，把俯瞰的视角变宽。大洋洲
之 行 的 4 个 维 度—— 省 州 关 系 、 国 家 关 系 、 区 域 关
系 、 全 球 关 系 ， 绣 织 着 中 国 的 世 界 观 、 世 界 的 中
国观。

国家关系篇：战略引领 互信互利

善弈者谋势。元首外交，引领国家关系，尤需因势
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澳大利亚，大洋洲领头羊。建交 42 年，中澳关系
砥砺前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尚是总角之龄，声势却
已如火如荼。

新西兰，对华合作开拓者。建交 42 年，中新共同
创造了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史上多个“第一”。习近平
主席用 6个字评价中新关系：“示范性、开创性”。

斐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太平洋岛国中，它最早
同中国建交，也最早迎来中国国家主席的国事访问。消
息传遍大街小巷，举国上下欢欣鼓舞。

习近平主席到访，掀开历史性的一页：中澳、中新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澳宣布实质性结束自由贸易
协定谈判，中新决定打造利益共同体；中国同包括斐济
的 8 个太平洋岛国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
关系。

互信互利，贯穿国家关系的一条主线。那些隆重热
烈的场面，传递一种情感。

澳大利亚，细节的雕琢，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科斯格罗夫总督欢迎仪式安排在如茵草坪上。总督

早早抵达，走上检阅台亲自“试镜”。澳大利亚联邦议
会，因习近平主席出席活动，一改庄严肃穆的底色，不
但匠心独运布置了中国红，还请来了舞狮队，热闹
纷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客人尚在，阿博特总理赶
赴霍巴特和悉尼，陪同习近平主席访问。离开澳大利
亚前，总理夫妇到习近平主席夫妇下榻酒店，亲切话
别。阿博特总理颇为动情：“我们一同度过了许多难忘
时光，聆听了您的见解和主张。您的友好、热情、真
诚、睿智使我获益匪浅，也打动了许多澳大利亚民
众。”

新西兰，隆重的礼遇，表达最真挚的敬意。
迈特帕里总督的欢迎仪式上，毛利族长者向习近平

主席行最高敬礼——“碰鼻礼”。毛利族人时而慷慨英
勇、时而引吭高歌，仿佛诉说一段源远流长的情谊。总
督听闻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访：“按照毛利族人习俗，
客人来 3 次就是一家人了”。习近平主席回答说：“中国
也有句俗话，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是朋友。中新两国
是好朋友。”

次日中午，新西兰各界举行欢迎招待会，毛利勇
士和中国舞龙交相辉映，在两种古老文化标志引领
下，习近平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入场。约翰·基总理致
辞说：“您不是陌生人，而是一位故地重游的朋友，一
位老朋友。”

访问期间，约翰·基总理全程陪同习近平主席的
活动。深夜，总理夫妇在奥克兰机场迎接。次日赶赴
惠灵顿，举行会谈。晚上，折返奥克兰，再聚于家
宴。最后一日，总理陪同参加数场活动，又赴机场
送行。

斐济，古老的仪式，诉说最真挚的情感。
楠迪机场，专机正在滑行，一道“水门”从天

而降，寓意为贵宾洗尘。傍晚，姆拜尼马拉马总理
在习近平主席下榻酒店，又专门请来原住民，呈上一
场传统的欢迎仪式。

习近平主席身着“布拉衫”，端坐台上。用心倾听
原住民的祝福歌谣，收下他们献上的鲸鱼牙、草席、
洋格纳树。民风民俗、民情民意，浓郁得像那杯磨制
的卡瓦汁，习近平主席慢饮而尽。

送别时，奈拉蒂考总统夫妇、姆拜尼马拉马总
理 夫 妇 共 同 来 到 机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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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 关 系 培 土
浇灌。

访问中有一个细节，习近平主席同阿博特总理见
证两国文件签约，站了很久，习近平主席风趣地说：

“累并快乐着，因为站得时间越长，说明合作成果越是
丰硕。”

一叶知秋。务实合作的领域之宽、程度之深，不
但建交之初难以预测，也是 26 年前难以想象的。

那年，在地方任职的他，来澳大利亚考察合作。
墨尔本、堪培拉、悉尼，一路走来。

今天，前行的方向不变，道路却愈走愈宽广：
访澳期间，习近平主席同阿博特总理一道宣布，

中澳实质性结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十年磨一剑。这将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达成的一

份全面、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朝野、媒
体、民众一片赞誉。阿博特总理将其称为改变世界贸
易格局之举。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 6 年前自由贸易协定签
署的基础上，中新再书大手笔。习近平主席引用“你
我篮子在一起”的毛利族谚语，表达互利共赢的信
念。而约翰·基总理，当听到记者关于“限制中国投
资”的提问时，态度鲜明地说：“双向投资是互利的，
我们绝不会感觉不舒服。”

国家关系有了新定位，贸易合作有了新突破⋯⋯
处处是机遇涌动，处处是潜力无限。

农牧业，一头连着中国的广阔市场、丰裕资金，
一头牵着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先进技术、丰富资源。

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基总理陪同下，来到奥克兰近郊，
参观新西兰农牧业技术展。

长长的展台，汇聚了中新农牧业翘楚。奶源大数
据、电脑灌溉、资本市场、以虫除虫⋯⋯两位领导人
边走边谈。

那些金额不大、却关乎千家万户的项目，习近平
主席同样牵挂心头：中新库三方协议供水项目，进展
如何？中斐小水电站和公路改造项目，成效怎样？姆
拜尼马拉马总理动情地说，我们拥有改善民生的梦
想，是中国让我们梦想成真。

在传统行业中拓展新天地。能源合作，进一步
延伸产业链，统筹推进上下游一体化合作。金融合
作，悉尼设立人民币清算银行，中国的银行落户新
西 兰 。 执 法 合 作 ， 双 方 态 度 积 极 ， 通 过 合 作 反 腐
败、追逃追赃。

在新兴领域中开拓新空间。极地合作方兴未艾。
在习近平主席同澳大利亚、新西兰总理分别见证下，
中澳、中新签署加强南极合作协议。

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的母港——霍巴特港口，“雪
龙”号科考船在执行第三十一次南极科考任务途中，
停靠补给。

习近平主席登上甲板，走进船舱，来到展览厅、
实验室。关怀极地科考、关注极地合作，更关心这些
一走就是半年、战天斗地的科考人。

蓝天碧海，五星红旗猎猎，船员和科研人员伫立
在甲板上列队欢送。

“一路顺利！”习近平主席朗声问候、奋力挥手。
“习主席好！”不知是谁一亮嗓子，千万声汇聚，

响彻海岸。

省州关系篇：承接大势 联通民心

遥远的塔斯马尼亚州，山水纯净、民风淳朴。那
儿，习近平主席珍藏着两份心愿。

第一份，是历经 13个春秋的夙愿。
2001 年，当时的塔州州长培根到访福建，同习近平

一道签署了建立友好省州关系 20 周年联合声明，并盛
情邀请他到塔州走一走、看一看。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13 年过去了，我来履
行我的承诺。”

培根英年早逝，习近平主席特意邀来他的家人，一
叙旧情。

几张照片，相纸发黄，印记已淡。会见厅里的人们
细细翻看，沉浸在回忆之中。习近平主席说起培根喜欢
的 《鼓浪屿之波》，说起访华时的那些朋友、那些故
事。跨越千山万水的情谊，娓娓道来。

习近平主席的工作经历，见证着中澳、中新地方交
往。福建省—塔州，浙江省—西澳大利亚州，上海市—
昆士兰州。此前任职厦门期间，也恰逢厦门市和惠灵顿
市建立友好城市。

忆及往事，他不禁感叹：“深知地方领导人责任之
重、工作之不易，也深知地方交流对两国关系的促进作
用。”访澳期间，他特意安排同昆士兰州州长纽曼，同
塔州代州督布洛、州长霍奇曼，同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
尔德一一见面。

数字见证速度。今天，中澳建立了 94 对友好省州
和友好城市关系，中新建立了 30 多对。地方交往如雨
后春笋、生机盎然。

机制化建设，水到渠成。在习近平主席推动下，中
澳建立省州负责人交流合作机制，中新建立市长论坛
机制。

一个首届论坛，一个启动仪式，习近平主席都在繁
忙的日程中留出了时间，阿博特总理、约翰·基总理分
别陪同。中澳、中新地方官员济济一堂，习近平主席
娓娓道来。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省州关系发展要看两
国的关系定位。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我们要找战略合作的契合点。”

“大战略必须分层次。中新关系仿佛一幅油画。油
画有多绚烂，不仅取决于总体构图，也有赖于局部元
素。”

“澳大利亚各地特色不一样、优势不一样，中国也
是如此。各有千秋，要出好自己的牌，找准自己的优
势，把握住最吸引眼球的地方。”

“地方是两国合作最基层、最务实的层面，要注重
实效。你们是连接基层的通道，是惠及民生的最后一
公里。”

“根深则本固，双边关系发展需要扎根地方、依靠
地方、惠及地方。”

第二个心愿，是呵护那一株株被春风吹绿了的
小树。

今年夏天，习近平主席收到 16 封塔州来信。
听闻他来访的消息，斯科奇-欧克伯恩学校正学中

文的孩子们，每人用汉字写了一封信。
信里，有孩子们精心设计的、充满了童趣的访问

路线。习近平主席在 17 日演讲中，一提起这件事，语
气中满是温暖：

他 们 “ 特 别 提 到 了 塔 胡 恩 空 中 栈 道 、 大 峡 谷 ，
当 然 还 有 ‘ 塔 斯 马 尼 亚 恶 魔 ’， 还 说 如 果 去 大 峡 谷
的话还有可能捡到美丽的孔雀羽毛。这让我充满了
好奇。”

“明天，我将去塔斯马尼亚州，这样我将走遍澳大
利亚所有的州。”他幽默地补充一句：“是不是应该发
给我一个证书？”

次日一早，塔州首府霍巴特。他和孩子们一起种
下玉兰树苗，并收到一份珍贵礼物：穿着校服的可爱
泰迪熊。

习近平主席对孩子们说：“希望你们到中国去。以
后可以继续书信联系，分享你们的好消息。”

根在人民，源在交流。出访途中的点点滴滴，折
射着民间交往的勃勃生机。

克赖斯特彻奇一群孩子的中国情，如春花之灿烂。
汶川地震后，这些可爱的孩子走上街头，拉小

提 琴 募 捐 。 2011 年 ， 克 赖 斯 特 彻 奇 发 生 地 震 ， 中
国 救 援 队 火 速 驰 援 。 患 难 与 共 的 这 份 情 ， 习 近 平

主 席 写 入 文 章 ， 访 问 前 夕 刊 登 在 《新 西 兰 先 驱
报》 上。

橄榄球球星玛阿·诺努的中国情，如盛夏之炙热。
惠灵顿，在记者会结束后，他来到讲台上，向

习近平主席赠送了一件 8 号球衣。“欢迎你到中国去交
流。”收到邀请，他答应得格外爽快：“我现在就可以
去！”

格里菲斯大学马克林教授的中国情，如秋叶之
静美。

半个世纪 60 多次访华，他在澳中之间奔波，孜孜
不倦向澳大利亚、向世界介绍中国。阿博特总理举行的
晚宴上，白发苍苍的他见到习近平主席，平静的笑容难
掩激动。

旅游、教育、影视——民间交往的一座座桥梁。
修桥铺路，让交往更畅快、更敞亮，是习近平主席同
三国领导人的共识。增设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
中澳、中新相互承认学历，中新签署首份电视合拍协
议，中斐签署互免签证协议⋯⋯一路走来，收获满仓
的喜悦。

还有无数叫不出名字的百姓。习近平主席的到访，
成了他们的中国日。

一张张淳朴的笑容，一个个动人的场景。处处是五
星红旗高扬，寒风中、骄阳下，他们守在路边，等在门
口。有些年轻人甚至追着车，欢快地跟跑。

千万句祝福不约而同地响起。习近平主席夫妇向他
们久久挥手。汽车缓缓开动，走出很远，依然能望见那
片热情的海洋。

离开楠迪的消息不胫而走，四面八方的百姓，把宾
馆大厅挤了个水泄不通。他们齐声吟唱当地民谣：感谢
您来到这里，我们会一直等候着您⋯⋯余音温婉，回响
耳畔。

区域关系篇：周边外交 联通彼此

“中国是邻国。”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斐济，
不止一次地听到这句话。他们引用“好邻居金不换”，
表达对邻居中国的珍惜。

俯瞰地图，大洋洲踞南太，四周苍茫大海，北望亚
洲、南扼南极。和中国虽不接壤，但跨海毗邻、交往久
远，寄托着多少美好希望。

中国同样把它们视为大周边，亲诚惠容的理念一以
贯之。

力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折射惠和容。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北连亚洲经济圈，南牵大洋洲

经济圈。
世界经济总量排名中，中国是第二位，澳大利亚占

第十二位。广泛的合作领域共享，描绘了一幅诱人的
画卷。

这条纵贯太平洋的经济大走廊，联动亚太、统筹海
陆、互济南北、面向全球。

身处其中，肩头是沉甸甸的担子。习近平主席指
出，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协力
推动。

一马当先的中新经贸合作，会不会被澳大利亚抢了
风头、又抢了生意？

习近平主席对潜在的忧虑，毫不回避。在新西兰总
理府共见记者时，他借着回答经贸合作的问题，说了这
样一段话：

“有人在澳大利亚就问我，中澳签了自由贸易协
定，对中新经贸会不会影响。中国有 13 亿多人，市场
大得很。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市场，恐怕新方供不应
求。”

约翰·基总理在几个场合一再强调，“中国市场摆
在那里，有足够的吸纳能力”；新西兰初级产业部部
长盖伊也引用道，“中国市场大得很，只怕会供不应
求”。

中澳、中新自由贸易协定，放在整个亚太自由贸
易区的宏大背景中去看，它只是一块刚刚完成的“拼
图”。

雁栖湖畔，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扬帆启航。“亚洲
各国就像一盏盏明灯,只有串联并联起来,才能让亚洲
的夜空灯火辉煌。”

力改区域合作的碎片化，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再次引领这一话

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通过建设“一带一路”、
开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丝路基金等途径为
此作出贡献。

访问期间，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等汇聚了无数目光，澳方和新方都表示，“将积极研
究加入”、“积极参与亚投行建设”。

力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背后是中国机遇的持
久带动力。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对亚太繁
荣进步，更是意义非凡。“中国愿意分享发展机遇”，

“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独行快，众行远。”
习近平主席几个月前的一句话，阿博特总理此时

借来引用，意味深长。
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集体会晤，折射亲和诚。
中国倡议、中国邀请。斐济，历史性会晤。
22 日傍晚，习近平主席结束一天的双边会见，在

他下榻的酒店会议大厅，8 位建交岛国领导人，斐济
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莫里、萨
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瓦努阿图总理纳图曼、库克群岛总理普纳、汤加首相
图伊瓦卡诺、纽埃总理塔拉吉，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亲
切握手。

相聚之路，尽展诚意。莫里总统北上转机、辗转
赶来。奥尼尔总理调整了国内的会议议程⋯⋯斐济总
统夫人由此感叹：“中国像块磁铁石，你们来到这儿，
斐济才高朋满座。”

窗外，落日晚霞、海天一色。屋内，中国同 8 个
太平洋建交岛国一致决定，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
的战略伙伴关系。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
习近平主席说：“中方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

强弱、贫富，都是国际
社会平等一员，应该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真
诚互助。”这席话，最是
打动岛国的心扉。8 个岛
国中，人口最多不足百
万，最少千余人；对照
13 亿 多 人 的 泱 泱 大 国 ，
他们感慨万千：“中国一
贯 重 视 岛 国 、 尊 重 岛
国、支持岛国。”

习 近 平 主 席 宣 布 了
支持岛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计划：“我们真诚希望
同各岛国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真诚欢迎岛国搭乘中
国发展快车。”岛国领导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中国
的 举 措 实 实 在 在 ， 契 合 岛 国 实 际 需 要 ， 惠 及 岛 国
人民。

对 小 岛 国 而 言 ， 气 候 变 化 关 系 未 来 、 决 定 存
亡。他们赞赏中国为气候变化作出的表率。习近平
主 席 进 一 步 表 示 ， 中 方 将 在 南 南 合 作 框 架 内 为 岛
国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提 供 支 持 。 岛 国 领 导 人 纷 纷 感
叹 ：“ 中 国 是 岛 国 的 真 朋 友 ， 岛 国 愿 做 中 国 的 好 邻
居。”

从北京雁栖湖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到布里斯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再以楠迪太平洋
岛国聚首画上句号。太平洋沿岸，由北向南，对亚太
格局影响深远。

这片广袤区域的腾飞，有梦想助力。
中国梦和岛国梦携手并肩，中国梦和亚太梦息息

相通。

全球关系篇：中国故事 辐射世界

从雁栖湖到南太平洋；
从区域平台到全球舞台。
一路走来，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同事，向习近平

讲述了他们眼中不同的中国故事。
在阿博特总理眼中，中国故事是“几亿人摆脱贫

困”。他由衷感慨：“中国改革开放使几亿人摆脱贫
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进步。中国繁荣富
强对世界意义重大。澳大利亚愿意做中国可靠的合作
伙伴。”

在约翰·基总理眼中，中国故事是“巨大机遇”。
他多次强调：“新西兰钦佩中国非凡成就，相信中国发
展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给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各国带
来巨大机遇。”

在许许多多人眼中，中国故事是蒸蒸日上的国际
和地区影响力。在布里斯班，在楠迪，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汇聚，一个不变的话题是：祝贺中国成功举办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占全球贸易额 80%、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90%，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给了中国一个与全球“对表”
的机会。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 7.4%的增速，毫无悬
念的一枝独秀。“每年增量相当于贡献了一个中等发达
国家的经济规模。”

怎样把大国的经济贡献，转变成与之匹配的全球
辐射力？

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同习近平主席短暂会
见，他接连询问中国的治理经验。“希望欧方从中国现
代化、城镇化进程中寻找更多机遇”。

一路走来，问得最多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
态，是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上，改革正是一场分会的主题词。习近平主席应邀介
绍。“改革需要有敢破敢立的政治勇气”，“需要发展
方式的不断创新”，“需要平衡的政策组合”，“需要量
体裁衣的政策导向”⋯⋯会场屏息静听，倾听一个大
国的心路历程。

规则话语权，一个持续升温的词。
《澳大利亚人报》 一篇报道挖出了“独家”：多个

国家都在争办 2016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但中
国却是最终的选择。这一选择是在征询二十国集团成
员广泛意见后达成的，这些成员都将中国作为自己的
选择。

主办权的背后，是世界对中国的信心。
从“一带一路”应者云集，到亚洲安全观广受赞

誉；从大国关系、周边关系的战略擘画，到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世界共鸣⋯⋯国际上诸多媒体一再以这样的
词句定义：“不一样的中国”。

二 十 国 集 团 领 导 人 峰 会 上 ， 中 国 再 一 次 引 领
话题。

“ 互 联 互 通 ”， 从 北 京 到 布 里 斯 班 ， 一 脉 相 承 。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得到
与会领导人积极响应，他们高度评价中国提出的开放
理念和举措，一致认为具有普遍示范作用。

“开放型经济”，从北京到布里斯班，相得益彰。
在中国协调推动下，会议通过并发表联合公报，充分
反映了中方的立场和主张。

有人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姊妹篇；也有媒体形容，它们是
一台大戏的两个舞台。

习近平主席言简意赅：“它们互补、契合，相互促
进。”

中国，不只是融入世界、适应世界，也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世界。习近平主席的每一次国际舞台亮相，
世界都会从字里行间把脉中国走向。

澳大利亚演讲，会场内，政要济济一堂；会场
外，全球媒体正播报。

“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起来了将是一个什么样
的国家？”

“国际社会众说纷纭。有的对中国充分肯定，有的
对中国充满信心，有的对中国忧心忡忡，有的则总是
看不惯中国。”

“我想，这也正常，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
的大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其他人肯定要看看大块
头要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撞到自己、会不会堵了
自己的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中国坚持共
同发展，理念不会动摇；中国坚持促进亚太合作发
展，政策不会动摇。”

⋯⋯
世界期待，倾听中国故事；
世界期待，分享中国梦。
中国梦、亚太梦、世界梦。
从雁栖湖到太平洋，距离梦想又近一步。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新华社北京 11月 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