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周年纪念活动外方嘉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
孙奕、温馨）10 月 11 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 近 平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集 体 会 见

出 席 中 国 国 际 友 好 大 会 暨 中 国 人 民

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活动

的外方嘉宾。

习近平首先同来华出席中国国际

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

立 70 周年纪念活动的部分外方嘉宾代

表合影留念，对国际友人长期致力于

对华友好事业表示高度赞赏。

习近平指出，人民友好是国际关

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

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

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回首来时路，

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离不开世界各

国人民的支持。一大批国际友人同中

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众多外国

企业、机构、个人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了各方互利

共赢，也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作

出重要贡献。我们将始终铭记大家为

中国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同中国人民的

真挚友谊。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又一次站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百年变局之下，

全球休戚相关，人类命运与共，构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是 世 界 各 国 人 民 前

途 所 在 。 中 国 愿 同 各 国 朋 友 加 强 友

好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携

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要以“同球共济”的精神，凝

聚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广 泛

共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

经济全球化，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建 设 成 一 个 和 平 、和 睦 、和 谐 的 大

家庭。

二 是 要 以 合 作 共 赢 的 理 念 ，汇

聚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强 大

合 力 。 中 国 不 追 求 独 善 其 身 的 现 代

化 ，欢 迎 更 多 外 国 朋 友 积 极 参 与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进 程 ，愿 不 断 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新 成 就 为 世 界 发 展 提 供 新 机

遇 ，推 动 实 现 和 平 发 展 、互 利 合 作 、

共 同 繁 荣 的 世 界 现 代 化 ，更 好 造 福

各国人民。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文 明 画

卷。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

国 人 民 是 善 良 友 好 的 人 民 。 中 方 愿

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通

过真诚沟通，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人

民 服 务 的 党 ，中 国 政 府 是 人 民 的 政

府 ，中 国 外 交 是 人 民 的 外 交 。 中 国

政 府 将 一 如 既 往 支 持 中 国 人 民 对 外

友 好 协 会 在 发 展 中 外 人 民 友 谊 、促

进 国 际 务 实 合 作 等 方 面 发 挥 独 特 作

用 ，以 友 为 桥 ，以 心 相 交 ，不 断 深 化

中外民间友好，团结各国朋友，共同

做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践 行 者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参 与 者 、文 明 互 鉴 和 民

心 相 通 的 促 进 者 和 人 民 友 好 事 业 的

传承者。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泰国

前国会主席颇钦、美国“鼓岭之友”召

集人穆言灵分别代表外方发言。他们

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在推进民间外交、增进各国人民理解

和友谊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示在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成功摆脱贫

困，实现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希望灯塔。习近平主席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

带一路”等倡议，展现了对全球治理的

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为世界各国紧

密合作、互利共赢指明了方向，中国的

发展繁荣必将继续造福世界。期待同

中方继续加强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

让人民友谊代代相传，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繁荣

作出更大贡献。

外国前政要、王室成员、国际友好

组 织 负 责 人 、友 好 人 士 等 约 200 人

出席。

蔡奇、韩正、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 央 书 记 处 常 务 书 记 梁 强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孙奕）10 月 11 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

习近平指出，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越两

国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发展中越关系最坚实的政治基础。中

方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越方一道，在深化高

水平互利合作上走在前列，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上走在前列，

在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上走在前列，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越双方

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从战略高度把握中越关系，确保双边关

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要强化思想理念交流，用好

理论研讨、干部培训等机制化平台，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

鉴，共同提高执政能力、破解执政难题。要打造共赢格局，挖

掘合作潜能，全面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努力实现务

实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目标。

要培育民间友好，用好明年

中越建交 75 周年和中越人

文交流年契机，加强传统友

好教育和舆论引导，为两国

关 系 长 远 发 展 夯 实 民 意

基础。

习近平表示，今年 7 月

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

署。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

仅将为自身发展开辟广阔前

景，也将为越南以及世界各

国 发 展 带 来 新 动 力 、新 机

遇。中方愿同越方加强交流

合作，携手做改革道路上的

同行者、现代化道路上的好

伙伴。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

为首的越共中央领导下，越

南全党全军全民将顺利完成

越 共 十 三 大 确 定 的 目 标 任

务，朝着建党建国百年奋斗

目标稳步迈进。

梁 强 热 烈 祝 贺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成立 75 年特别是

新 时 代 以 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中 共 中 央 带 领 中

国人民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表示越方坚信中国一定能如

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繁

荣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越南等社会主

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也具有重大价值。越中是山水相连的

社会主义邻邦，越南十分珍视中方在越民族独立解放时期

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向越方提供的宝贵支持，一贯将发

展对华关系作为越总体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

优先。当前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强劲，越南将继续同中方一

道落实好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

一步加强两党两国关系，促进各领域各方面交往合作走深

走实，更好管控解决分歧，巩固和深化“同志加兄弟”的精

神，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越中命运共同体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十月十一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国际

友
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外方嘉宾

。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10 月 11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活动的外方嘉宾。这是习近平同部分外方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 新华社记者 丁 林摄

统筹黄河流域城乡协调发展

金观平

黄河流域是我国人口活动和经济发

展 的 重 要 区 域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近 日 在

主 持 召 开 全 面 推 动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座 谈 会 时 强 调 ，要 统 筹 新

型 城 镇 化 和 乡 村 振 兴 ，稳 步 增 进 民 生

福祉。

近 年 来 ，黄 河 流 域 新 型 城 镇 化 和 乡

村 振 兴 协 调 发 展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但 仍 存

在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问 题 。 一 方 面 ，城 乡 间

各类要素双向流动不足，整体协调性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黄河流经 9 个

省区，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此外，黄河流

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还面临诸多制

约因素。例如，在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

弱，产业发展能力不强、转型动力不足，

中 心 城 市 辐 射 带 动 能 力 不 强 、小 城 市 和

县 城 产 业 和 人 口 承 载 能 力 较 弱 ，公 共 服

务、基础设施等欠账较多，民生发展相对

落后，等等。

因 此 ，在 统 筹 黄 河 流 域 新 型 城 镇 化

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兼顾全局性、协同

性 和 差 异 化 发 展 ，协 同 推 进 生 态 环 境 保

护、产业转型升级、社会治理能力和民生

保障水平提升。

坚持生态保护是前提，推动生态、产

业和城乡发展互促互进。黄河流域是我

国 重 要 的 经 济 带 和 生 态 屏 障 ，要 以 生 态

兴、产业兴带动城镇兴、乡村兴，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反哺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

源短缺、水沙关系不协调、环境污染和洪涝风险仍存，沿黄

各 省 区 产 业 倚 能 倚 重 、低 质 低 效 问 题 突

出 。 统 筹 新 型 城 镇 化 和 乡 村 振 兴 ，要 以

产业发展为抓手，以生态化、绿色化转型

为导向，摆脱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因地制

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流域内人口、

土地、资金、资源等要素集聚。

县城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黄

河 流 域 统 筹 推 进 新 型 城 镇 化 和 乡 村 振

兴，尤其要发挥好县城的作用。一方面，

重 视 沿 黄 城 市 群 建 设 ，激 发 大 城 市 对 周

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特色鲜明、

优 势 互 补 、高 效 协 同 的 沿 黄 城 市 群 发 展

新 格 局 。 另 一 方 面 ，坚 持 大 中 小 城 市 和

小 城 镇 协 同 发 展 ，提 升 沿 黄 各 省 区 县 城

综 合 承 载 能 力 ，减 轻 生 态 脆 弱 区 承 载 压

力；促 进 县 城 和 乡 村 之 间 各 类 要 素 高 效

流动，实现城乡间双向赋能。

黄 河 流 域 农 业 人 口 数 量 庞 大 ，统 筹

推 进 新 型 城 镇 化 和 乡 村 振 兴 ，必 须 坚 持

以 人 为 本 ，补 齐 民 生 短 板 。 要 把 就 业 摆

在突出位置，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发 展 城 镇 产 业 和 培 育 乡 村 产 业 ，扩 大 就

业容量；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让人们融得进城市；提升

乡 村 建 设 和 治 理 水 平 ，补 齐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短 板 ，完 善 农 村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 黄 河

流 域 发 展 的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主 要 表 现 在

上中游与下游的差距。为此，要重点补齐黄河上中游欠发

达地区民生领域短板和弱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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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渝铁路：连接西北西南的“黄金走廊”
本报记者 赵 梅

2017 年 9 月 29 日，贯穿陕甘川渝的

大动脉兰渝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成为连

接我国西北与西南的“黄金走廊”和推

进西部“一带一路”通江达海的“快速通

道”。2019 年初，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上

线 运 营 ，兰 渝 铁 路 的 运 输 能 力 再 次

提升。

一头连着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一

头牵着群山起伏的秦巴山区，“天堑变

通途”的背后，是施工过程中面临的一

系列世界级难题。兰渝铁路穿越区域

性大断裂 10 条、大断层 87 条，其中甘肃

境内地质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国

内外专家先后 38 批次来现场“号脉会

诊”。“可以说，兰渝铁路是在一边科研

攻关，一边实践探索中建成的。”铁路建

设亲历者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质量

部主任卫鹏华说。

兰渝铁路正线隧道长度占线路总

长约五分之三，加上长大隧道分布密

集，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多变，隧道施工

安全风险极高。以木寨岭、两水隧道为

代表的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以桃树

坪、胡麻岭隧道为代表的第三系富水粉

细砂层地质等复杂条件，给施工带来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特别是木寨岭隧道，

被专家判定为“特极高地应力”，“国内

独有、世界罕见”，刷新了我国地应力等

级极限，施工中多次出现大变形、涌泥

涌砂、塌方、衬砌开裂等问题，导致建设

推进困难。

卫鹏华说，2014 年底，为解决施工

难题，由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工管中心和

兰渝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组织成立

了“三隧”（胡麻岭、木寨岭、新城子隧

道）现场工作组，常驻现场进行攻关。

中铁隧道局集团公司华西指挥部

副指挥长陈强曾任兰渝铁路木寨岭隧

道工区经理。“打木寨岭隧道就像在豆

腐里打孔。”陈强说，当时主要的难题是

极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开挖之后的变

形能达到两米多，变形速率也很快，前

来会诊的国内外专家将其评估为世界

难题。

“围岩主要是碳质板岩，起初开挖

时还有点强度，两三个小时之后全部风

化，初期支护措施还没上，软岩就全部

风化成了粉末状，风一刮满天飞。”陈强

介绍，木寨岭隧道遇到的软岩变形超出

了建设者的认知。项目部不断尝试，将

支护从工字钢换成了 H 型钢，增强骨架

的钢度。随后，经过专家会诊，又采取

了双层支护，双层二衬以及长锚杆、长

锚索等辅助措施，最终攻克了软岩大

变形。

目前，兰渝铁路全线获得国家专利

28 项。开通运行以来，兰渝铁路（兰州

铁路局管内）共发送旅客 4432 万人次，

其中“复兴号”动车已发送旅客 2129 万

人次；累计发送货物 535 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