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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如蓬勃的朝阳，照亮天空；又如和煦的春
风，送暖人间。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安全观为世界指引一条通往持久和
平的康庄大道。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说，中国提出的安全观对保持地区
长远稳定“非常有利”。多国人士不约而同表示，这一理念
为破解国际关系中广泛存在的“安全困境”提供了崭新
思路。
　　它启迪世界，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须系铃人。“安全
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
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安全应该是平等
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
地区安全的责任；“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地区多样性
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
　　它启迪世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既要着力解决当
前突出的地区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如何应对各类潜在
的安全威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它启迪世界，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要坚持以和
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
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它启迪世界，“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
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
发展的条件。”
　　乌兹别克斯坦新闻与大众传媒大学教授图尔苏纳利·
库兹耶夫说，这是中国在安全领域为世界贡献的独特智慧，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埃及《今日埃及人报》董事长、国际问
题资深专家阿卜杜勒-莫内姆·赛义德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感慨：“这样的安全观是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的。”

为凝聚和平力量践行中国担当

　　战火纷飞时，来自中国的儿童奶粉、棉被、睡袋等人道
主义援助物资一批批送到流离失所的乌克兰民众手中；凛

冽寒冬中，阿富汗的难民收到中国援助的粮食、毯子、衣物、
药品……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
正道，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树立起大国典范。
　　守护和平的中国强音铿锵有力。在阐释中国将如何与
其他国家相处时，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拓展同
各国友好合作，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阐明中国
和平发展的决心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
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
赛”；在阐述中国践行使命担当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 中国的声音正气浩然、掷地有声！
　　履行国际责任的中国行动扎实坚定。从积极维护全球
战略稳定，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到坚定
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再到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成为
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
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
注入强大动力。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
尔·拉克鲁瓦说，中国在提高维和影响力和绩效方面发挥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
　　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的中国立场一以贯之。为推动
解决乌克兰危机，积极劝和促谈，呼吁“克服困难谈下去，谈
出结果、谈出和平”；对朝核问题，中国推动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各自关切，聚焦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在伊核协议
恢复履约谈判关键阶段，中国协调各方保持定力，凝聚共
识……
　　在卫生、气候、数字、反恐等多个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
贡献有目共睹。全力驰援多国抗疫，践行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理念，迄今已向国际社会提供超过 21 亿剂疫苗；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制定
相关行动方案；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全球数字治理

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方案；积极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提出坚
持标本兼治、反对“双重标准”等原则。
　　在携手谋发展、一起向未来的道路上，中国不仅经过
自身不懈奋斗，彻底摆脱绝对贫困，还积极参与国际减贫
合作，中国的经验、技术、资金助力多国民众走上自强致
富的道路；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出全球发展倡
议，梦想成真的故事不断激励人心，互联互通的红利惠及
千家万户；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
更多动力，通过助力发展夯实世界和平之基。
　　秉持正确义利观、坚持亲诚惠容理念、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在人类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道路上镌
刻下新路标，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点亮和平的希望之光。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萝扎·奥通巴耶娃说，习近平主
席倡导的包括安全观在内的一系列倡议和主张“为人类
的未来描绘了方向”。

为共建美好未来开辟人间正道

　　世界事务纷繁复杂。历史因素和现实状况的交织、
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的纠葛，常常导致安全问题棘手难
解。个别大国为了自身霸权私利，翻云覆雨、兴风作浪，
让本来就问题缠身的世界雪上加霜。
　　编织谎言肆意抹黑他国、制造“莫名恐惧”，执意打造

“小院高墙”“平行体系”，热衷于搞排他性“小圈子”“小集
团”，把经济科技问题政治化……霸权势力的种种行径毒
化国际关系氛围，加剧冲突紧张，为全球发展“挖坑”“埋
雷”。
　　追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将全球化“武器化”，把小
国当枪使，让小国民众承担地缘对抗的代价和伤害，自身
隔岸观火，大发战争财……煽动分裂对抗、制造阵营对立
的错误行径，动摇世界和平根基。
　　“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完全被摧毁了！”“美国和北约借

人权和自由的名义行动，但它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侵犯人权
和自由”“美国霸权声称‘做善事’，实际上在剥削和掠
夺”……叙利亚、阿富汗、古巴等世界多国人民发出的控诉
与呐喊深刻表明，霸权逻辑不得人心！
　　时代呼唤新理念。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形势在发展，时
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
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事实证明，坚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坚持通过在平等与尊重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有事多商
量，有事好商量，往往能一步步化解危机，解纷止争。
　　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中国倡导并遵守以“平等相待、协
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为主要内涵的“亚洲方式”，推进
与其他相关国家一起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动达成

“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使南海局势实现总体稳定。
　　对于中东问题，中方倡议设立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
探索由中东地区国家以中东的方式解决矛盾和纠纷。中国
在中东地区从不谋求任何私利，不划分势力范围，不参与地
缘争夺，愿同中东国家开展南南合作，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
得到地区国家广泛认可和赞赏。
　　上合组织、亚信等区域组织或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围绕
热点问题管控、区域安全合作等加强政策协调，推动建立地
区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注入更多动
力，为深化地区安全合作贡献强大力量。
　　实践表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科学、公
正、有效、管用。几内亚政治学会主席卡比耐·福法纳说，这
一安全观必将有力促进国际和平稳定。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习近平主
席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符合实现世界
普遍、持久安全的内在深层逻辑，体现着天下一家、和衷共
济的人间正道，顺应国际社会普遍的人心所向，必将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绽放愈加耀眼的光芒，为保障世界和平发展注
入愈加强大的动力。 （参与记者：唐霁、吴丹妮、郑扬子、
杜鹃、许凤）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

　　每年参加义务植树时，习近平
总书记都会就开展义务植树、加强
生态保护作出重要指示。
　　今年 3 月 30 日，总书记在
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讲话
中出现了一个新表述———“森林
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
加上一个‘碳库’”。

　　十年坚持植树，总书记对植绿护绿爱绿赋予的内涵，也
在不断拓展、深化。
　　 1981 年 12 月，我国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的决议》，义务植树成为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项全民运动
的诞生，与 1981 年发生的一场特大洪灾有关。当时的专家论
证认为，洪灾与长江、黄河上游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有关。
那时人们赋予义务植树的期待，更多是水土保持，是补上生
态欠账、补齐生态短板的被动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义务植树作为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活动，被
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含义。
　　“全民义务植树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大家都树立
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合力。”
在 2017 年 3 月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
记说。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推进，全民义务植树取得了明显进
展。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
增长最多的国家。老百姓身边可知可感的绿色也更多了，

“美丽中国正在不断变为现实”。
　　“现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由
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从“量变”走向“质变”，需要进一步主动转变发展
方式。
　　去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总书记指出，增加
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为实
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更大
贡献。今年他再次提出，“巩固和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
力”。
　　“双碳”背景下，森林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植树造
林是增加森林碳汇的重要途径，也是助力“双碳”目标最
经济实惠的方法。
　　总书记强调“碳库”，意义不言而喻——— 发挥森林的
碳汇功能，倡导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积极主动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
　　“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
用，林草兴则生态兴。”总书记从关乎生态成效的高度，深
刻阐述了草原与森林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了“要弘扬塞罕坝精神，继
续推进全民义务植树工作”。
　　去年 8 月，在河北承德考察塞罕坝机械林场时，总
书记指出“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
　　精神传承需要代代相传。
　　每年植树活动，都少不了少先队员的参与。在习近平
总书记看来，义务植树活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推
动在全社会特别是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十年植树，总
书记亲自动手、率先垂范，凝聚起亿万人民植绿护绿爱绿
的磅礴力量。
　　    主笔：胡璐、黄玥  新华社国内部制作

十年植树，总书记赋予绿化新内涵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月 31
日向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发表书面
致辞。多国专家学者表示，阿富汗实现和
平、稳定、发展、繁荣是全体阿富汗人民
的期盼，也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
同利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致辞为阿富
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注入强劲动力。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
大学副教授肖阿兹姆·索扎马诺夫
说，习近平主席在向第三次阿富汗邻国
外长会书面致辞中强调，阿富汗邻国要
各尽所能，凝聚共识，协调配合，支持阿
富汗人民开创美好未来，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为阿邻国协调合作机制注入强劲
动力。索扎马诺夫表示，在解决阿富汗
问题过程中，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劝
和促谈，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广
受阿邻国欢迎和称赞。
　　阿富汗国防大学退休教授阿卜杜
勒·加法尔说，他感谢习近平主席在致
辞中强调阿富汗邻国要支持阿富汗人
民开创美好未来。主办第三次阿邻国外
长会是中国支持阿人民的最新举措。他
说，中国一贯尊重阿主权、独立、领土完
整，尽力帮助阿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阿问题上长期以来
都是言行一致，同时，阿人民目睹了西
方国家对阿政策的“双标”。
　　阿富汗《喀布尔时报》评论员赛义
德·纳吉布拉·海德里指出，中国长期
以来支持阿富汗实现和平与安全，此
次由中国主办的阿邻国外长会是一个
新的机遇，可以鼓励阿富汗邻国增加
投资，帮助受贫困问题困扰的阿富汗
走向光明的未来。
　　哈萨克斯坦“社会工程”基金会中
国问题专家穆卡诺夫说，中国高规格
主办第三次阿邻国外长会，体现出中
国倡导阿邻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立场
和中国对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负责任的
担当。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积极贡献
力量，是中方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生动案例和具体体现。中国在阿
富汗问题上的主张，有助于实现阿民
族和解和国内团结，也有助于探索符
合阿自身国情、顺应时代的治理模式。
　　巴基斯坦前驻阿富汗大使鲁斯塔
姆·沙阿·莫赫曼德说，习近平主席在致
辞中提出的主张非常重要，阿实现安全
与稳定对各方都有利，阿邻国应加强合
作，扩大对阿富汗的支持。巴基斯坦将努
力帮助阿恢复经济建设。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
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阿重建和发
展有助于周边地区稳定，有助于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上海
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阿邻国更熟悉和理解阿富
汗的需求，地区合作应在阿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期待阿邻
国不断鼓励和支持阿参与地区合作以推动经济发展。
　　卡塔尔文化中心研究部主任纳迪娅·阿勒穆迪哈克说，
美军撤出后阿百废待兴，遭受苦难的阿富汗人民应得到国
际社会帮助。只要有国际社会的帮助，阿人民实现重建美好
家园的愿望就不会遥远。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安德
烈·卡赞采夫说，中国对维护中亚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发挥很
大作用。中国支持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通过经济合作方式促
进地区稳定，推动各方加深理解、寻求共同方案。
　　华侨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主任黄日涵说，阿富汗
局势稳定不仅有助于其自身发展，也有助于周边国家营造良
好的地区环境。阿邻国和国际社会给予阿更多政治、经济等
方面的支持非常重要，帮助阿实现战后重建、促进阿经济复
苏将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稳定。
  （参与记者：史先涛、谢琳、蔡国栋、杨元勇、蒋超、张继业、
余谦梁、郑世波、李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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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记者马卓言、董雪、岳媛媛)
“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阿富汗，是全体阿富汗人民
的期盼，也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3 月 31 日，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在安徽屯溪召
开。国家主席习近平 31 日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倡导阿富
汗邻国要各尽所能，凝聚共识，协调配合，为各方形成合力、
帮助阿富汗实现长治久安指引方向，为阿富汗邻国协调合
作机制注入了强劲动力。

“山水相连、休戚与共”

　　“大家是命运共同体，也是安全共同体。关键时刻应该
共同发挥作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稳定。”
　　 2021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上提出
3 点意见建议：推动阿富汗局势尽快平稳过渡；同阿富汗开
展接触对话；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关。此次阿富汗邻国外
长会上，习近平主席更以“山水相连、休戚与共”形容各国同
阿富汗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再次强调‘命运共同体’，凸显了
中国等周边国家帮助阿富汗走向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
重要意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
示，阿富汗是与会多国的邻国，也是多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等
多边机制下的重要伙伴，不仅在地理上与各国山水相连，更
与各国构成了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没有阿富汗的和平
就无法形成稳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阿富汗临时政府上台、外国军队撤
出，阿富汗迎来了实现民族和解、构建包容性政府的窗口期。
此次外长会在阿富汗由乱及治的关键时期举行，时机特殊，意
义重大。
　　邻国外长会之外，中方此次还主持召开“阿富汗邻国+阿

富汗”外长对话以及阿富汗问题“中美俄+”磋商机制会议。
　　“协调合作机制的重要作用在于增进国际社会同阿富
汗之间的相互了解，强化周边国家同阿富汗的纽带。秉持命
运共同体理念，以邻为伴，才能进一步发挥机制的独特作
用。”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李永全说。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致辞中，习近平主席重申中方立场：中国一贯尊重阿富
汗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致力于支持阿富汗实现和平稳
定发展。
　　阿富汗形势剧变以来，中方同阿富汗有关方面保持接
触，积极推动国际协调，帮助阿富汗维稳防乱。目前，中方已
向阿富汗提供了价值约 3 亿元人民币的人道援助，包括粮
食、医药、疫苗、越冬物资等，自去年 8 月以来陆续运抵并交
付，并安排 36 架次包机进口阿松子。
　　“阿富汗朋友常说，中国是唯一没有伤害过阿富汗的大
国。”李永全表示，尊重阿富汗人民作出的自主选择、尊重阿
富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中方
从不干涉阿内政，从不在阿谋求任何私利，从不寻求所谓势
力范围，树立了与邻为善的典范。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自去年 9 月
创立以来，有效发挥邻国优势，为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发挥
了建设性作用。中国积极推动机制的形成运作，用行动彰显
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风范。
　　鼓励支持阿富汗广泛包容建政、温和稳健施政，推动国
际社会各双多边涉阿机制协同增效，反对人道援助政治化，
坚决打击各类极端恐怖组织，标本兼治解决难民和毒品问
题……此次会议期间，中方提出各邻国携手助力阿和平发
展的系列举措，得到与会各方一致赞同。
　　“可以看出，中国倡议相当具有代表性，引发与会邻国

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李自国认为，阿富汗由乱及
治的进程仍面临人道、经济、安全等多重挑战，中方提出
的建议切中问题要害，有助于推动阿早日实现稳定发展，
推动实现本地区持久安全和发展繁荣。

“凝聚共识，协调配合”

　　“阿富汗邻国要各尽所能，凝聚共识，协调配合，支持阿
富汗人民开创美好未来。”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致辞中指出。
　　此次与会各方达成八个方面共识，包括支持阿富汗人
民自主决定国家命运，呼吁阿方通过对话协商实现民族和
解和国内团结，支持阿经济社会发展，反对制裁和施压等。
针对美国通过国内法令将阿富汗资产任意分配甚至据为
己有，致使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加剧，与会各方一致敦促
美西方切实履行对阿富汗重建发展首要责任，尽快归还阿
富汗人民财产，反对在阿制造乱局、祸害地区的图谋。
　　“在阿富汗百业待兴的关键时期，个别国家的行为对
阿富汗人民是极不负责任的。此次会议对外发出了阿富
汗邻国正义的呼声。”李永全说。
　　此次会议还发表了《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联合
声明》和《阿富汗邻国关于支持阿富汗经济重建及务实合
作的屯溪倡议》，宣布启动阿富汗特使定期会晤机制，建
立政治外交、经济人道、安全稳定三个工作组。
　　李自国认为，外长会达成的丰硕成果表明，周边国
家对帮助阿富汗和平重建有着广泛共识，阿富汗可以
在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逐渐走向繁荣。
　　“阿富汗问题的形成因素复杂，如今还面临着比较严
峻的人道主义危机，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大
力帮助。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为解决阿富汗问题提供了钥
匙，为国际社会各关切方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发挥重要引
领作用。”李自国说。

推动凝聚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的国际共识
专家解读习近平主席向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