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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马卓
言）12月 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柬埔寨人
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举行会谈。

习近平表示，中柬铁杆友谊成色十
足，完全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中方始
终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
柬方携手打造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
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双方一要坚定
相互支持，巩固铁杆友谊。中方将坚定支
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二要深化交流互鉴，共谋发展振兴。

中国共产党愿同柬埔寨人民党加强战略
沟通和干部培训合作，助力柬埔寨探索符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三要把握合作
机遇，开拓共赢新局。中方愿同柬方以落
实新版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为主线，不断
充实“钻石六边”合作架构，制定“工业发
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合作规划，推动重
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助力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和柬埔寨“五角战略”高质量
对接。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
织，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考验着各国的

应对和选择。中柬两国都致力于做世界
的和平力量、发展力量、进步力量。中方
将继续支持柬埔寨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发挥更大作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支
持东盟坚持战略自主，维护中心地位，坚
决反对外部势力将冷战思维引入本地区，
坚定不移推动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
设。中方愿同柬方坚定道不改、志不变的
决心，增强底线思维，加强协作和配合，共
同应对各种风险。

洪森表示，柬中友谊由双方老一辈领
导人共同确立，经受了历史和时间考验，

柬中命运共同体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柬
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中国是柬最
信任的朋友。对华友好是柬人民党坚定
政治共识，不会因柬领导层代际交接发生
任何变化。柬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
方全面加强党际交往，深化政治互信，促
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青年、人文交流，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柬方愿同中方加强
国际地区事务协调配合。

蔡奇、王毅参加会谈。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马卓言）12月 3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
正式访问的尼泊尔总理奥利。

习近平赞赏奥利长期坚定致力于中尼友好事业，指
出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两国始终真诚相待、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
健康稳定发展。明年是中尼建交 70周年。中方把中尼
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愿同尼方秉持建交初心，
巩固传统友谊，推动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尊重尼泊尔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支持尼泊尔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愿同尼方不断巩固战略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
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尼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
设正逐步从设想变为现实。中方愿同尼方持续深化务实
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口岸、交通、电网、通
信等互联互通合作，帮助尼泊尔加快从“陆锁国”转向“陆
联国”，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尼泊尔经济社会发
展，鼓励中国企业赴尼泊尔投资兴业。中方支持尼泊尔
在华宣布2025年为“尼泊尔旅游年”，欢迎尼泊尔朋友来
华经商、旅游、留学。中方也愿同尼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
边协调配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奥利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
发展成就，堪称人类进步史中的奇迹，作为中国的朋友，
尼方深感骄傲，倍受鼓舞，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成功经验，
实现自身发展繁荣。尼中之间只有友谊，没有问题，两国
关系基于友好、平等和尊重。感谢中方雪中送炭，为尼泊
尔提供各种宝贵支持，帮助尼泊尔从“陆锁国”变成“陆联
国”。尼方愿继续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欢迎更多中
国企业赴尼投资，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西藏和台湾都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反华活
动，损害中国利益，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中方提
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系列重要倡议，有利于人类共同应对
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和全球性挑战，尼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
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
王毅参加会见。

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
领海基线声明和海图

新华社联合国12月2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2日代表
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马蒂亚斯交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和相关海图。该《声明》及海图将在联合
国网站公布。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今年11月 10日，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并公
布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中国政府依法加强海洋管理的正常举措，符
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应将本国领海基线海图或地理
坐标表的副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此次交存既是中国作为《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的国际实践，也是捍卫自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

习近平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
参 议 院 主 席 洪 森 会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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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
的是希望，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
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

在 12 月 2 日召开的第四次“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充分肯定共
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对当前
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强调“我们要坚
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
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
来”。

自2013年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就共建

“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原则理念、目标
任务、方法路径等作出系统阐述，引领共
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11年来，共建

“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始
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
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
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

不断增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
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
合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
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
经济合作平台，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
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中国
贡献。

十一载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
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了重要战
略支撑，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
重要战略引领。我们以共建“一带一
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同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双边及区域
性命运共同体，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深入人心。和 150 多个国家、30 多
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不断扩大合作伙伴关系网。深入
推进区域开放，着力优化区域开放布
局，实现了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了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从
与 30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23 个自贸协
定，到稳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

贸易区网络，从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到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
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国对外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开放发展不断开辟新
天地。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
机遇属于世界。11 年来，共建“一带一
路”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开辟了
前景光明的人间正道，为促进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引领了正确前进方向。我
们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推动一大批标
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
地生根，同共建国家经贸合作水平不
断提升，为共建国家民生福祉改善作出
重要贡献。雅万高铁让东南亚有了高
速铁路，中老铁路助力老挝实现从“陆
锁国”到“陆联国”，钱凯港成为南美首
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蒙内铁路建
设为肯尼亚创 造 了 近 5 万 个 就 业 岗
位……这条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
福路”越走越宽。我们坚持胸怀天下
的世界观，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

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有力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

总结过去，为的是更好走向未来。
实践充分证明，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
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是通向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是各国共
同发展的大舞台，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
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
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这一倡议
顺潮流、得民心、惠民生、利天下，具有强
劲的韧性、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
前景。

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
远。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
路口。坚定“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战略
自信，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
力，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定能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
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坚定战略自信，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大 力 弘 扬 宪 法 精 神

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