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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2022 年

1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互致贺电，庆祝

两国建交 30 周年。

习 近 平 指 出 ，建 交 30 年 来 ，中 乌

关 系 与 时 俱 进 、开 拓 进 取 ，树 立 了 和

睦 相 处 、合 作 共 赢 的 国 际 关 系 典 范 。

特 别 是 双 方 在 改 革 开 放 和 发 展 振 兴

进 程 中 相 互 学 习 、相 互 借 鉴 ，在 抗 击

新冠肺炎疫情合作中和衷共济、守望

相 助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全 面 战 略

伙伴。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乌关系

发展，愿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一道努

力，以两国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共同谱

写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历史新篇章，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过去 30 年是

乌 中 两 国 人 民 千 百 年 友 好 交 往 史 上

的 亮 丽 篇 章 。 在 习 近 平 主 席 亲 自 关

心下，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

展 ，双 方 各 领 域 合 作 顺 利 推 进 ，人 文

交流不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组织框

架 内 密 切 沟 通 。 乌 方 愿 同 中 方 深 化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乌中友好

关 系 和 两 国 全 方 位 合 作 进 入 历 史 新

阶段。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就希腊前总统

帕普利亚斯逝世向希腊总统萨克拉罗

普卢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表示深切哀悼。

习近平指出，帕普利亚斯先生是希腊

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深化中希友好，积

极推动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坚定支持

北京举办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和 2022 年

冬季奥运会，为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我高度重视中希关

系发展，愿同萨克拉罗普卢总统一道努

力，深化两国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

不断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民 之 所 盼 我 必 行 之
——学习习近平主席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

本报评论员

从“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辉

煌”，到“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

动”；从“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到

“每个人都了不起”⋯⋯几年来，“人民”

始终是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的关键

词，鲜明醒目、重若千钧。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2022 年新

年贺词中，一句家常话，浓浓人民情。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

行之。”掷地有声的誓言，体现着大国领

袖的人民情怀，贯穿着一如既往的人民

立场，彰显了一个百年大党最大的政治

优势和底气。

“民之所忧”“民之所盼”，是牵挂，

是惦念；“我必念之”“我必行之”，是决

心，是能力。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新仁

苗族乡化屋村调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效；到福建就“十

四五”开局作专题调研，在武夷山脚下

的生态茶园与茶农唠家常、话发展；到

山东东营考察黄河入海口，谆谆告诫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文明

理 念 发 扬 光 大 ”⋯⋯2021 年 ，习 近 平

主席依旧用脚步丈量着祖国大地，从沿

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跋山涉水、行

程万里。

“ 千 头 万 绪 的 事 ，说 到 底 是 千 家

万 户 的 事 。”人 民 的 一 桩 桩“ 小 事 ”，

是 构 成 国 家 、集 体“ 大 事 ”的“ 细 胞 ”，

小 的“ 细 胞 ”健 康 ，大 的“ 肌 体 ”才 会

充 满 生 机 与 活 力 。 当 考 察 调 研 中 的

所见、所思上升为理念、行动，一项项

惠民政策随之出台，一个个创新举措

渐次实施，鸣奏出一曲美好生活的幸

福交响乐。伟大的力量来自人民，巨

大的飞跃鼓舞人民，发展的成果惠及

人民——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是时

代 宏 大 叙 事 中“ 奋 斗 为 民 ”的 微 观

落脚。

踏上 2022 年新征程，让广大人民

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我们不会满足于眼

前的成绩，前方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

心目中美好生活的内涵还在不断丰富，

决定了我们必须永葆一往无前的奋进

姿态。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

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尤

需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矢志不渝

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愁群

众之所愁，解群众之烦忧，时刻关注有

哪些事要办好、哪些事必须加快步伐办

好，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

把人民看得有多重，在人民心中就

有多重。当无数个“小我”，把个人拼搏

熔铸到共筑中国梦的历史征途之中，汇

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我们

就没有什么山峦不能攀登、没有什么沟

坎不能跨越，就一定能激活蕴藏于梦想

之中的创造伟力，一步步走近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伴

随着新年钟声的响起，全国海关一片忙

碌景象，从南京海关签发首份 RCEP 原

产地声明、到青岛海关签发全国首份

RCEP 原产地证书⋯⋯全球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

易区正式启航。

多位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认为，RCEP 实施有助于降低东亚

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注入发展新动力，

将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

台，进一步推动我国实现在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联结双循环的桥梁纽带

“RCEP 的实施将成为联结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桥梁与纽带，增强我国在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商务部国际司副司

长杨正伟表示，RCEP 将促进区域贸易

投资增长，优化区域分工合作，加强区

域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稳外贸稳外资

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在市场开放方面，我国与

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立即零

关税比例均超过 65％。我国与韩国相

互 之 间 立 即 零 关 税 比 例 为 39％ 和

50％。我国与日本是新建立自贸关系，

相互立即零关税比例也分别达到 25％

和 57％。大量立即零关税产品将给贸

易发展带来机遇。在此基础上，RCEP

成员将通过 10 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

90％的产品享受零关税。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亚洲所副所长袁波认为，RCEP 生效实

施后将推动形成区域繁荣大市场，不仅

将促进我国优势产业拓展出口，而且有

助于引进日韩等国家的更高技术含量

的中间产品，帮助国内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同时也能为企业

在区域内进行贸易投资活动提供更优

的制度性合作环境，促进相关产业提升

国际化水平。

袁波表示，从对外贸易格局来看，

RCEP 不仅使我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更

加紧密的贸易联系，而且也将促进我国

贸易结构的优化，包括进口更多来自日

韩等成员国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

产品，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等新贸易业态

以 及 服 务 贸 易 的 创 新 发 展 。 同 时 ，

RCEP 通过减少贸易投资壁垒，不仅有

助于提高我国与 RCEP 成员国的国际

经济循环水平，为 RCEP 成员国参与我

国经济大循环提供更多便利，同时也有

助于畅通堵点、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质量

和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副院长沈铭辉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RCEP 实施后，伴随着原产地规则、

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贸易

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落地实施，将大幅优

化区域内部营商环境，增强和协调中国

与其他成员国的经贸关系，深化区域内

价值链分工合作，有助于我国更好地融

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网络，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

构建更高水平开放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RCEP 实施后，

将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的重

要平台。RCEP 实施后，中国不仅将首

次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使我国自

贸伙伴国数量增加到 26 个，更将中国

的自贸覆盖率提高至 35%，这意味着未

来我国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进出口贸

易得到制度性保障。

（下转第三版）

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为 世 界 经 济 注 入 新 动 力
本报记者 冯其予

1 月 2 日凌晨，上海港洋山深水港码头

灯火通明，多艘大型集装箱货轮正在进行

装卸作业。2021 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

突破 4700 万标箱，连续 12 年位列全球首

位，提前实现 2025 年目标。

计海新摄（中经视觉）

越是动荡的世界，越需要稳定人心的

力量。

越是变革的时代，越呼唤胸怀天下的

担当。

回望 2021 年中国元首外交，既有沉着

冷静的科学应变，也有波澜壮阔的开拓进

取，浸润着为国为民的深厚情怀，磅礴着天

下一家的恢宏气度。

一场场电话交谈，一封封书信往来，一

次次视频连线，一场场“云端”演讲，拉紧了

中国与世界的合作纽带，指引着人类文明

进步的前行方向。追随中国元首外交的一

举一动，世界看到一个拥有 5000 多年文

明、14 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走向民族复兴

的坚定与豪迈，感受到它为人类谋进步、为

世界谋大同的情怀与风范。

远见卓识的中国声音、重情尚义的中

国承诺、言出必行的中国担当、和而不同的

中国智慧，鼓舞着世界，启迪着未来。

审时势、把舵领航：
全球疫情跌宕蔓延，百

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
动荡变革期。面对前所未有
的挑战，习近平主席因时应
势、布局落子，引领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劈波斩浪、勇毅前
行，在复杂博弈中彰显从容
自信，在百年变局中开创外
交新局

“很高兴在岁末之际同你举行今年第

二次视频会晤，这也是 2013 年以来我们的

第三十七次会晤。”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进行直接的视频

连线。这让我们能够深入探讨俄中关系的

发展。我认为这一关系是 21 世纪国家间

协作的真正典范。”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中俄元首“云端”

相聚，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开场白亲

切自然。在紧凑高效的同传翻译方式下，

两位老朋友长谈一个半小时。

国际风云起伏变幻，“中俄组合”团结

如山，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

从核能等大项目合作顺利推进，到《中俄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正式延期，再到中俄科技创新年完美收官，过去

一 年 ，中 俄 合 作 硕 果 累 累 ，两 国 元 首 战 略 引 领 是 关 键 之

关键。

在中俄元首视频连线前一个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

拜登首次“云会晤”。“未来 50 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中美关系处在关键路口，

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

原则。

2021 年开年，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形势作出重大判断：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

边”。因天之时、就地之利、依人之和，既需要居高望远的战

略设计，也需要躬身深耕的亲力亲为。

在中俄、中美两场世界级会晤之间的

一个月内，中国元首外交在一系列其他方

向密集推进：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

话，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

纪念峰会和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出席中老铁路通车仪式，向中拉

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发表视频致辞，致电

祝贺朔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从双边

对话到多边讲坛，从运筹大国关系到夯实

周边之基，再到深化南南合作，充满活力的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大图景跃然

眼前。

满满的日程安排，折射出 2021 年全年

中国元首外交的繁忙与高效：同外国领导

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79 次通话，上百封信

函往来，以视频方式出席重大外事活动 40

起。其间，有一日 3 次的“电话外交”，有一

周 10 场双多边活动的“外交组合拳”，还有

3 个月内两场的中法德“三方峰会”。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外交的艺

术 ，既 在 大 格 局 的 谋 划 ，也 在 小 细 节 的

周到。

同即将卸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视频

会晤，习近平主席一席话温暖人心：“中国

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

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同亚非拉兄弟国

家领导人通电话，习近平主席一一感谢相

关国家当年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问题上给予的宝贵支持。越南共产党中

央总书记阮富仲成功连任，习近平主席致

电祝贺，阮富仲总书记重申，发展和加强

同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一向是越南党和

国家的头等优先方向。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米尔济约耶夫再次当选，习近平主席第

一时间发来贺信，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深受

感动：“这对我和全体乌兹别克斯坦人民

是莫大的鼓舞”。

真挚的情谊表达、坦诚的思想交流、创

新的合作机制，点点滴滴、日积月累，不断

结出沉甸甸的友谊新果实。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来举行

的最高级别领导人会晤。峰会《成果清单》

包含务实合作文件近 90 份，创历史之最。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习近平

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的首次集体会晤。双方正式

宣 布 建 立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中 国 — 东 盟 关 系 实 现 新

跨越。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新冠疫情发生

以 来 中 国 在 境 外 共 同 举 办 的 最 大 规 模 实 体 外 交 活 动 。

习 近平主席宣布的对非合作“九项工程”受到非洲朋友热

烈欢迎。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感叹：“中国与非洲现任

和未来领导人建立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任何国家都无法

比拟。”

——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云端相聚”，共谋发展，共创未来的一

次盛会。 （下转第二版）

把握时代大势

力促世界共赢

—
—

二
〇
二一年中国元首外交述评

习近平就希腊前总统帕普利亚斯逝世
向 希 腊 总 统 萨 克 拉 罗 普 卢 致 唁 电

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就 中 乌 建 交 30 周 年 互 致 贺 电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

连 续 12 年 全 球 第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