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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记者侯丽军)国
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
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
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并同他们座谈交
流。

与会企业家代表围绕“开放·合作·共赢”的
峰会主题，先后就“一带一路”、创新智造、绿色
发展、全球治理等议题发表看法。习近平认真听
取他们的发言，并一一回应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指出，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实行
改革开放已有 40 年历史。在座各家公司都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贡献
者、受益者，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40 年
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持续高
速增长， 7 亿多人实现联合国标准的脱贫。眺
望新征程，我们对改革开放更加有信心，更加
相信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强调， 2017 年以来，全球经济出
现了稳定向好态势，但世界经济增长依旧乏
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
潮不断抬头，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
越严峻。殷鉴不远。新形势下，开放应该永不

停歇、追求质量，合作应该团结互助、共迎
挑战，共赢应该面向未来、携手并进。国际
社会是一个地球村，不应搞零和博弈。世界
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由各国
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治理，发
展成果应由各国共同分享。中方愿同世界各
国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年
来，充分挖掘各方潜力，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
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我
们鼓励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合作，达到
互利共赢，取得更为务实成果。

关于创新智造，习近平强调，随着创新
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推进，中国科技创新的脚步更加稳健。
我们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绿色发展，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将用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各种措施，从
理念到行动，保护地球家园，使天更蓝，水更
清，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的生存环境。

关于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经济全球
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
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
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
改革和优化全球治理注入中国力量。习近平
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共商、共建、共享，走改
革开放、创新发展之路，不要走封闭僵化、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回头路，人类是一个
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风雨同
舟，携手前行。

习近平强调，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深
化改革进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过
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
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
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
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继续大幅度
放宽市场准入，继续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
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

为国内外企业家投资创业营造更加宽松有序
的环境。

与会企业家代表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
取得的伟大成就，赞赏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
增长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们强调，跨国公司很
高兴亲历了中国 40 年来的改革进程，在为中
国发展作出自己贡献的同时，也从中国的长
期发展中受益。世界应当增进对中国文化、对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识和理解。经济全球化
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坚定支持全球
化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令人赞赏。现在，广大
跨国公司在中国享有着不断发展的空间。中
国在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方面作
出的贡献，体现了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面的领导作用。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
时代要求，这一倡议为沿线地区带来发展和
繁荣。跨国公司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扩大同中方在创新智造、绿色发展、全球治理
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企业更大发展，继续
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
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

特 别 圆 桌 峰 会 外 方 代 表 并 座 谈

▲ 6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并
同他们座谈交流。 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这是 6 月 21 日在河北石家庄平山县东方巨
龟苑景区拍摄的荷花。夏至时节，荷塘内幽香浮
动，沁人心脾。 新华社发(张秀科摄)

荷塘雅韵
6 月 21 日，江苏淮安的农民在移栽水稻秧苗。

当日是夏至，各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夏收、夏种、夏
管工作。 新华社发(周海军摄)

夏至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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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我们将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
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各种措
施，从理念到行动，保护地球家园

●国际社会携手共商、共建、共
享，走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之路，不
要走封闭僵化、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的回头路

●中国将继续大幅度放宽市场
准入，继续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
环境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记者侯丽军)国
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巴布
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习近平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太平洋
岛国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巴新建交
42 年来，两国关系得到了历史性发展。特别
是 2014 年我同总理先生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达成共识以来，两国关系进入发展快车道，
双方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都达到了历史新水
平。中方赞赏巴布亚新几内亚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愿同巴新方共同努力，加强沟
通，深化合作，扩大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两国要坚持增进政治互信，
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在涉及主权、领
土完整、国家尊严问题上相互支持、相互照顾，
不断夯实两国关系政治基础。要坚持拓展互利
合作，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开拓合作新领域。
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久前已正式加入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首个与

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的国
家，双方要以此为新起点，积极拓展“一带一
路”框架内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持续稳定
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要坚持深化人民友谊，
扩大两国民间交往和地方合作，增强两国人
民对发展双边关系的参与感、获得感。中方
愿同巴新方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
支持巴新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共同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

奥尼尔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致力于
深化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伟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期待
在经贸、投资、农业、旅游、基础设施等
领域同中方扩大合作。巴布亚新几内亚感
谢中国对巴新筹办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的大力支持，赞赏中方在应
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愿密
切双方在多边和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6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荒漠化治理的“中国智慧”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全球故事

新华社开罗 6 月 21 日电
(记者郑凯伦 、郑思远)1987
年 9 月，初到北京求学的约旦
学生阿拉法特看到大街上如潮
的自行车流，以为遇上了“自
行车比赛”……时光荏苒，如
今已是成功跨国贸易商的阿拉
法特仍忘不了当年的其情其
景，在感叹中国大地发生巨变
的同时，更庆幸自己赶上了中
国“春天的潮流”。

与阿拉法特一样，还有许
多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浪
弄潮的中东人：他们寻改革春
风而来，参与中国发展；他们携
开放经验而归，分享合作红利。
他们感悟：40 年写就的“东游
记”，成就了他们人生的辉煌，
见证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幸运的阿拉法特

“1987 年，我见识了北京
的自行车大潮。如今，我又看到
了共享单车的‘潮水’，”阿拉法
特说，“在过去 30 年的个人经
历里，我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
的巨大变化。”

阿拉法特是幸运的。1992
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那
一年，刚好是邓小平发表南方
谈话之时。明确了深化改革、加
速发展思路的中国可谓是“东
方风来满眼春”，处处都能感受
到只争朝夕的时代氛围。

阿拉法特开始在一家在中
国投资的外企里打工，3 年后，
他和朋友合伙创业，开办了一
家贸易办事处，把中国的轻工业产品等出口到中东国家。
2000 年后，阿拉法特开始和中国伙伴合作生产汽车零配
件，同时致力于把中国的生产线引进到中东地区。

如今，阿拉法特已经是阿拉伯商人论坛(中国)董事局
主席，经营着数家商贸合资企业，经常往返于约旦和中国
广州、义乌之间。在他看来， 40 年改革浪潮让许多中国
小企业成长为世界级大企业，其中的秘诀就是：通过改革
自身、开放市场形成的力量，获取稳定的收益、掌握先进
的技术，营造良性市场环境。

绝处逢生的科尔巴希

也是在 1992 年， 26 岁的土耳其人穆拉特·科尔巴希
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与阿拉法特不同，他带着家族荣耀
和祖辈基业来到中国。

1966 年，科尔巴希的父亲和叔叔创办了家族企业阿
如姆家用电器公司，主营小家电，产品在土耳其制造，目
标市场是欧洲。到了 90 年代，阿如姆公司发现自己的产
品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许多欧洲订单被中国企业抢走，举
步维艰。带着一肚子疑问和对家族企业未来的思考，科尔
巴希来到中国寻找答案。他特别想搞清楚的是：中国制造
业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1992 年的中国之行对科尔巴希来说是一次头脑风
暴。那一次，他走访了中国各地的多个同类企业，中国当
时低廉的人力成本令他震惊。他当即决定，与其和中国企
业争夺欧洲市场，不如依靠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与中国企业
在竞争中共同成长。

那一年，阿如姆采用“自主品牌、自主设计、在中国
贴牌生产”的生产模式展开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在当时，
这是不少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主要模式，降低了生产成
本，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回首往事，中国制造业借改革
开放迅速做大做强，不但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反而增强
了我们品牌和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如今已经是阿如姆公
司总裁的科尔巴希说，“阿如姆这个品牌生于土耳其，却
成长于中土两国的共同呵护之下。”

“今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交流呈现许多新趋势，各
国不仅欢迎‘中国制造’，而且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创造’，”
他说，“这意味着中国正从一个制造大国向技术大国转变。”

深信不疑的卡萨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黎巴嫩经济组织荣誉主席阿德
南·卡萨有自己的总结评价：“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向世
界开放，也使中国走向世界。”

卡萨今年 88 岁，“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获
得者。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黎巴嫩尚未与中国建交之时，
卡萨便与中国开始商贸往来。 60 多年来，他 50 多次的中
国之行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最富远见的战略抉择之
一，”卡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如今，中国成长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如果没有
中国市场，一家跨国公司就谈不上什么全球战略。”

40 年来，卡萨也目睹了中国商品和中国形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和参与了黎中贸易不断加强、人员
往来不断密切的成长过程。在他看来，与中国贸易是潮
流，买中国制造是潮流，学中国创新更是潮流。卡萨尤其
看好“一带一路”倡议。他认为，“一带一路”不仅为中
国的进一步开放带来了新动力，而且惠及所有参与方。

阿拉法特、科尔巴希、卡萨……不同国家，不同背
景，不同轨迹，相同的是他们都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
潮，找到了机遇，实现了发展。他们分享着中国改革开放
的红利，也成为中国与世界交融的使者。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
的合作不断迈上新层级。如今，在约旦、伊朗、土耳其、
阿尔及利亚……都能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双方从最初始
的产品合作，发展到高新技术合作，再到发展理念与创新
合作。向东看，中东国家收获的是愿景走进现实。

(参与记者：林晓蔚、易爱军、李良勇、穆东、秦彦洋、
赵悦、杨媛媛、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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