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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日上午结束对法国、塞尔维
亚和匈牙利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回到
北京。此次欧洲之行，行程紧凑，内容
丰富，成果丰硕，如浩荡东风，连接合
作发展的热望，萌动繁荣进步的生机，
为动荡不定的世界注入了浓浓暖意。

这是一次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提
振信心和开辟未来之旅。习近平主席
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热情接待，从
图尔马莱山口响起的牧羊人之歌，到
塞尔维亚大厦广场的热情欢呼，再到
匈牙利少女 15年后再度向习近平主
席献花的用心安排，一个个触动人心
的温情瞬间，无不反映出往访国人民
对习近平主席的崇高敬意，对中国人
民的友好情谊以及对发展双边关系的
美好期待。

“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访
问 将 对 世 界 产 生 广 泛 深 远 的 影
响”……此访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在
欧洲国家政要、学者和民众中激起热
烈反响。他们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此
访实现了中法关系再巩固，中塞关系
再强化，中匈关系再提升，中欧合作再
出发，其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远超双
边范畴，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积极进取，彰显了习近平主席作为大
国领袖的担当和魅力。

元首引领有高度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何以能“不畏
浮云遮望眼”，元首外交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五天六晚，三国四地，30 多场活
动环环相扣，双多边结合，政经文兼
顾，既有正式隆重的国事活动，也有

“不打领带”的亲切互动；既有视野广
阔的战略沟通，也有推心置腹的畅所
欲言……作为今年首场元首出访外
交，习近平主席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智
慧锚定关系发展大方向，推动中法、中
塞和中匈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

“打造新时期互信稳定、守正创
新、担当作为的中法关系。”习近平主
席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时为
中法关系擘画未来。在法国前驻华大
使顾山看来，法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
信任，习近平主席此访“确保了法中之
间的信任持续牢固，成为两国关系依
赖的支柱”。

在法国南部图尔马莱山口，两国
元首又一次从历史和文明的高度进行
深度战略沟通，续写“高山流水”佳
话。法国巴黎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利
亚齐德·本哈米认为，两国元首外交不
断开创新的历史。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习近平主席此访使法中关系在互
信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战机护航、万人欢迎，中塞铁杆情
谊令人动容。两国元首宣布，深化和
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
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中塞关系实现
新的伟大历史跨越。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伊沃娜·拉杰瓦茨说，如果说，“天

空才是极限”，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
下，塞中关系的高水平“超越了天
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塞成果丰硕，
两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其中还包含
了太空合作。“这也更加证明了两国之
间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年，中匈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时隔 15
年，习近平主席故地重游，与匈方领
导人携手引领中匈关系驶入“黄金航
道”。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中匈
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近距离聆听习近平主席的重要
讲话，成了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院研
究员盖尔盖伊·绍拉特念念不忘的人
生重要时刻。他认为，习近平主席对
匈牙利的熟悉程度让匈牙利人印象深
刻。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共同擘画
两国关系发展的整体框架和主要方
向，向外界发出了携手发展合作的强
烈信号。

务实合作有深度

近日，中方接连宣布，允许符合相
关要求的法国猪源性蛋白饲料、塞尔
维亚鲜食蓝莓、匈牙利鲜食樱桃等进
口。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扩大双边经
贸合作的成果，正逐渐转化为惠及双
方人民的福祉。

农业、航空、核能、共建“一带一
路”……习近平主席到访的每一站，双
方的成果清单都拉得很长，字里行间
写满了“务实”与“共赢”。

在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
雷斯莱看来，“元首外交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战略引领作用，是法中建立政治
互信和达成贸易协议的关键推动力”，
法国在航空、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丰
富的专业储备，中国拥有先进的绿色
科技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两国可以整
合资源，实现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
这次重要访问有力推动了中法经贸关
系发展”。

就在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苏伊
士集团与中国企业签署了多项合作协
议。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冰岚
相信，通过与中国企业的紧密协作，将
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助推法中两国的
绿色低碳转型。

塞尔维亚，中国的铁杆朋友，中国
在中东欧地区的首个全面战略伙伴。
访塞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支持
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期 6
项举措，受到塞方高度评价。塞尔维
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
员亚历山大·米蒂奇认为，无论是中塞
自由贸易协定将正式生效、中方支持
塞承办2027年专业类世博会，还是中
方愿扩大进口塞特色优质农产品等，
都体现了双方关系的提质升级，更

“铁”的中塞友谊必将给两国人民带来
更“实”的利益。

彼此支持更加坚定，互利合作也
将更加紧密。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
部长西雅尔多表示，匈中关系升级为
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这
一天“绝对有里程碑意义”，将推动双
边务实合作更加高效。他期待，包括
匈塞铁路在内的共建“一带一路”项目

继续增益地区互联互通、促进双边经
贸合作。

匈牙利萨佐德韦格研究所政治分
析中心主任基塞伊·佐尔坦认为，匈中
关系再提升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
作。例如，中国企业在匈投资可以向
欧洲市场供应产品，而匈牙利可以增
加就业机会。

“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也提供
了越来越多的机遇。我们不应错过参
与中国开放和发展并从中受益的机
会。”盖尔盖伊·绍拉特说。

赓续友谊有温度

在图尔马莱山口“牧羊人驿站”，
当地村民表演具有浓郁南法风情的牧
羊人之舞；在塞尔维亚大厦广场，近 2
万名塞尔维亚民众挥舞中塞两国国
旗，高呼“中国”；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国
际机场，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匈牙利姑
娘欧拉·塔玛拉时隔15年再次向习近平
主席献花……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受
到了当地民众真诚热情的接待，一个
个温暖瞬间进一步增进了双方友谊，
拉近了民众心与心的距离。

在法国，习近平主席到访受到各
界高度关注。巴黎市民纳塔莉·莫雷
尔特地买了一份刊登习近平主席署名
文章的报纸。她说，“在当前国际形势
下，两国人民需要增进相互理解并坐
下来互相交流”。法国汉语总督学尼
古拉·伊迪耶深信，习近平主席此访会
激发更多法国孩子报名中文课程。“学
习中文不仅是学习一种语言，更是了
解当今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在今天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
未来 3年，中方将支持 50名塞尔维亚
青年科学家赴华开展科研交流，邀请
300名塞尔维亚青少年赴华学习——
这些消息同样令亚历山大·米蒂奇感
到振奋。他说，塞中两国在文化、体育
等人文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提高两国
铁杆友谊的“含金量”。

“民心相通是中匈关系发展的源
头活水”。9日，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
就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为驶
入“黄金航道”的中匈关系注入源头活
水。“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促进匈中关
系和人民友谊。”匈牙利国家旅游局局
长肯尼德·拉斯洛说，随着两国关系迈
上新台阶，匈牙利期待借此机遇推进
两国在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的交
流，“我们热情欢迎中国游客来美丽的
匈牙利看看”。

“总是面带微笑，让人感觉十分亲
切”，这是匈牙利罗兰大学副校长兼中
文系主任伊姆雷·豪毛尔（中文名郝清
新）参加欢迎活动时对习近平主席最
深刻的印象。“习近平主席此访推动匈
中关系实现更高层次发展，在经济等
领域合作不断加深的同时，提升了两
国人文交流的温度。”

提振信心有力度

“共同为迷茫的世界注入希望，为
人类的进步探索方向”，习近平主席此
访着眼三国，立足欧洲，放眼世界。

当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

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关
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欧洲多国人
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双边及中欧
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作出的战略引领，
认为其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为变乱交
织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有力
提振了人们对于世界未来的信心。

法国是欧盟核心大国，中法关系
是中欧关系的重要一环和强大引擎。
访法期间，中法欧领导人通过三方会
晤增进了彼此了解，凝聚了合作共识，
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表示愿继续
共同努力，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法国生态部官员玛丽·德凯特拉
尔-阿娜认为，法中合作可以为欧洲和
世界带来很多好处。现在的转型和危
机是全球性的，欧中需要携手共进。

当前，世界各地乱象频发，热点问
题复杂难解，风险挑战纷至沓来。中
法同为独立自主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理应担负责任和使命。
此访期间，中法发表了关于中东局势、
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生物多样性与
海洋等联合声明。对习近平主席强调
的“以中法关系稳定性应对世界不确
定性”，法国维旺迪集团总裁中国事务
特别顾问墨白深感认同。“在这个充满
不确定性的世界，法中两国发挥着重
要的稳定作用。”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从加
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协调和配
合，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到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等，中塞两国在诸多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塞尔
维亚国际政治学者亚历山大·帕维奇
说，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今天，习近平
主席的访问对塞尔维亚乃至整个欧
洲都非常重要。“中国同其他国家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相处方式，正是
欧洲需要的。”

建交75年来，中匈两国在风云变
幻的国际形势中不惧风雨、不畏强
权，走出一条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对外
友好交往的正道。未来两国要共同引
领地区合作，加强国际事务交流，携手
应对全球性挑战。在基塞伊·佐尔坦看
来，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对国与国应该
如何交往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他认
为，多极化世界意味着，和平与合作应
该带来创新和进步并实现多赢，全人类
的福祉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未来需要
各国共同承担，而中国作出了表率。

东风浩荡万里长，与时偕行天地
宽。习近平主席欧洲之行，向世界发
出了和平、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充
分体现了大国大党领袖的全球视野、
天下情怀和时代担当，访问所引发的
热烈反响也再次表明，中国更具国际
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
责任大国形象已深入人心，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正日益成
为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价值内核，推
动历史的车轮朝着光明的方向滚滚向
前。（执笔记者 叶书宏 谢彬彬 许
苏培 高文成 樊宇 李蓉 参与记
者 王雅楠 孙浩 缪晓娟 唐霁
刘芳 徐永春 张百慧 乔本孝
陈斌杰 孙鑫晶 石中玉 陈浩 康
逸 张兆卿 潘革平）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东 风 浩 荡 万 里 长
——习近平主席欧洲三国之行引发热烈反响

■上接第1版 其中马面数量多，分布
密，完整率高，这在长城沿线是不多见
的，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价值。

数百年的岁月里，明长城见证着
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也见证着长城
脚下百姓生活的沧桑巨变。

人城相依 家园永驻

清晨，坐落在丘陵沟壑间的北堡
乡碓臼坪村静谧而美丽。站在村路
边，遥望逶迤在山脊上的明长城，只见
墩台高耸、烽燧列炬。

吃过早饭，家住碓臼坪村的长城
保护员康海亮收拾妥当，准备出发去
长城巡查。一辆摩托车，一瓶水，一个
形似拖把的扑火工具——“2号工具”
就是他的全部装备。

“现在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期，长城
周边路不好走，发生火情消防车难以
及时赶到。为了防止意外失火破坏长
城，我每次巡查都会带上‘2号工具’，
一旦发生火情很快就能第一时间扑
灭。”康海亮说。

长城巡查，没有像样的路可走。
摩托车走不了的崎岖山路，康海亮只
能徒步前行。巡查长城也不是简单走
一圈，而是一项专业的工作，需要查看
每一块砖、每一堵城墙是否有破损，还
要清理长城周边的易燃物，查看是否
有村民在长城周围放牧……

“每次巡查要在重点位置多角度
拍照，利用微信群把照片发给文物保
护部门。”康海亮神情专注地查看着眼
前的长城城墙。

对于今年55岁的康海亮来说，长
城已经融入他的人生：在长城下长大，
成年后又在长城脚下劳作。8年前，他
成为一名长城保护员，负责守护20多
公里的长城。

在清水河县，像康海亮一样的长
城保护员还有 29 名，他们都是居住

在长城脚下的村民，他们用最深厚的
情感，共同守护着与自己日夜相伴的
长城。

护万里长城，固精神根脉。近年
来，清水河县委、县政府将长城的保护
与利用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决策中，花大力气、下真功夫守护境内
的巍巍长城。

沿着明长城小元峁段脚下的羊肠
小道行走，记者见到了正在修缮长城
的施工队。眼下，“明长城清水河段小
元峁1至 4号马面及墙体、1号烽火台
保护修缮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在峭壁之间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
绝非易事。施工队的负责人介绍，工
人们需要将滚落山沟的砖石一一找
到，再将其手抬肩扛运送上山，有的大
石块需要两个人一起抬。他们目前已
经找到并搬运了上万块石块。

“长城在别人眼里是文物，在我们
眼里却是家乡。这些年，国家在加大
力度保护长城，我们打心眼儿里高
兴。如果有人破坏长城，乡亲们第一
个不答应。老祖宗留下的长城，在我
们手里得守好护好。”康海亮说。

“2007 年，清水河县在全区率先
成立了长城义务保护队，为保护长城
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先后投资
2300多万元完成了口子上丫角墩、徐
氏楼、箭牌楼、小元峁、窑洼、石胡梁等
重要点段以及长城附属建筑保护修缮
工程。”清水河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
长范春波说。

山河万古，血脉千年。历史虽已
远去，但蜿蜒的长城、残存的城堡、高
耸的烽火台仍相伴着它脚下的村庄。
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们
来说，长城是一份不可磨灭的血脉乡
情，守护长城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

以文赋能 生生不息

雄伟巨龙，昂首屹立，昔日的雄关
漫道，在新征程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走进“口子上农家乐”，一道古朴
的石头墙让人眼前一亮，墙后的庭院
收拾得整洁干净。54岁的张存弟一
家经营着一处农家乐，为南来北往的
商贩、游客提供地道的农家风味。

北堡乡口子上村坐落于明长城脚
下。相传，这里部分村民的祖先是长
城的守护者。如今，长城脚下人气越
来越旺，人们的生活，因为长城变得越
来越好。

“炖羊肉、炸油糕、炖笨鸡、豆面、
手工花卷等都是我家的特色菜，有的
客人专门来品尝地地道道的农家饭。
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桌人，我这里都
招待。”张存弟乐呵呵地说。

眼下还没到旅游旺季，张存弟已
经开始忙碌。窑洞内的一桌一椅被她
收拾得整洁有序，院子里的一小块地
也刚平整好。张存弟说：“我准备在这
片菜地种上蔬菜苗，自己家种的蔬菜
供给农家乐使用，让顾客吃得放心又
新鲜。”

在长城脚下吃着“旅游饭”，村民
不用外出也能鼓起腰包。来村子里研
学、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张存弟心里乐
开了花：“到了繁忙的时候，我既当厨
师又当服务员。客人最多的一天我们
接待了 60多人，收入近 3000 元。没
想到‘长城’给了我们很好的收入。”

昔日马萧萧，今日花灼灼。长城
见证了历史沧桑和时代巨变，守卫中
华民族生存繁衍、世代赓续。

2020 年 11月 24日，清水河县明

长城小元峁段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长城
重要点段名单。2021年 3月，清水河
县明长城小元峁段被纳入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项目。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清水河明长城
小元峁小段保护利用项目选址于清水
河县北堡乡境内。对应《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中的四类主体
功能区划分要求，结合项目地的资源
情况，公园被划分为“主题展示区、文
旅融合区、管控保护区、传统利用区”4
个片区的空间布局。其中，文旅融合
区由北堡乡老牛坡村、口子上村和北
堡村组成。

看着眼前因山脉起伏的明长城，
北堡乡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碓臼坪
村党支部书记刘荣心生感慨：“长城文
化如源头活水，带动我们的旅游产业

‘活’起来了，等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起来，我们更多的村民将分享到
文旅融合的红利，乡亲们的日子将会
更红火。”

如何让长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散
发出绵亘不绝的活力与魅力？清水河
县有着深层次的思考和多元化的规划。

清水河县深入挖掘长城文化、景
观和精神价值，将长城以及长城脚下
的文旅资源“串联”发展，深度开发挖
掘长城遗址沿线文化旅游、休闲农业
等项目，走出一条乡村旅游、研学旅
游、产业发展的多元化文旅融合发展
之路。

“明长城小元峁段、板申沟段是国
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周边风景秀美，文
化遗产丰富，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我
们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长
城文化资源研究策划实施一批能够持
续推动旅游发展的文旅融合项目，不
断提升旅游产品的内涵，丰富旅游产
品业态，拓展旅游发展空间。”清水河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乔
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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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大厦、布达佩斯总理

府，在双方领导人共同见证下，长长
的访问成果文件清单成为双边关系
换挡提速的澎湃引擎。

清单里多了不少“新”成色。与塞
尔维亚开展人工智能、空间科技、数字
经济合作，与匈牙利共建联合实验室、
推动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对于
遥远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多瑙河畔
也在思考对接之策。

这是绵延万里的时代机遇。追赶
机遇、把握机遇，热火朝天的工地、川
流不息的车站，还有一座桥的修建、一
条铁路的改造……面貌日新月异。

一座桥，指的是中企承建的泽
蒙－博尔察跨多瑙河大桥，它也是近
70年来塞尔维亚在多瑙河上新建的
首座大桥。1个多小时的跨河行程，因
这座桥缩短为10多分钟。当地人称
它为“友谊桥”“中国桥”。

一条铁路，说的是运行了上百年
的匈塞铁路。四五十公里的时速“天
花板”，已远跟不上发展的脚步。中
国工人的努力，将匈塞铁路贝诺段最
高设计时速提升到200公里。

会谈桌上，合作共赢的例子不胜
枚举。诸多项目，支撑起了一组数据：
中塞双边贸易额10年来增长8倍，中
国连续多年保持塞尔维亚第二大贸易
伙伴地位；匈牙利连续多年稳居中国
在中东欧地区第一大投资目的国地位。

塞尔维亚大厦，习近平主席面向记
者宣布了中方支持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
体建设的首期6项务实举措，第一项，便
是“中塞自由贸易协定于今年 7月 1日
正式生效”。

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
个自贸协定，意味着双方将分别对90%
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

面对从各地赶来的近2万名塞尔维
亚民众，武契奇总统不失时机地赞扬自
贸协定：“将为我们的农民带来发展，为
出口中国市场提供保障，这是多么大的
机遇！”李子干、蓝莓、葡萄酒……他同时
憧憬：“我们还将一起携手做很多事情，
我们的合作没有止境。”

对发展前景的信心，并没有因个别
的杂音噪音而消减，反而行之愈坚。

还记得 8年前，时任总理的武契奇
送给习近平主席一个笔记本：“这些是关
系塞尔维亚经济命脉的企业名单，欢迎
中国企业家前来考察、投资兴业。我们
的大门对中国永远开放。”这份没有丝毫
疑虑的信任感，令人动容。

“匈方不认同所谓‘产能过剩’或‘去
风险’等说法。匈方深化对华合作的决
心坚定不移，不会受到任何力量的干
扰。”此访期间，欧尔班总理针对近期的

“产能过剩论”，态度鲜明积极回应。中
国新能源汽车登陆匈牙利市场，动力电
池企业在匈牙利投资设厂，光伏项目助
力当地绿色发展……匈牙利敞开大门欢
迎中国的“新三样”。

舒尤克总统同样谈到这个话题：“欧
洲的绿色转型至关重要，电动汽车发挥
重要作用，在可持续发展、绿色能源等方
面中匈合作潜力巨大。”

“欢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同
行者。”习近平主席同样向他们发出邀请。

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到“现代化的
实践中心”，中国的发展成就，成为西方
眼中“超出想象力的图景”。塞尔维亚和
匈牙利领导人一再感叹，“中国技术在很
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要向中
国学习”。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期盼：

“在各自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做坚定合
作的伙伴。”

两大文明的维度，如何
延展？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
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在东西方文明
的大框架下观察此次访问，有清茶和咖
啡的相遇，也有《茉莉花》和《匈牙利狂想
曲》的共鸣。

国际局势深刻演变，加剧了国际关
系的动荡与起伏。明年是中国欧盟建立
正式外交关系50周年，中欧关系何去何
从？两大文明如何延展？

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
的视角下去端详，“给人们提供了最值得
期待的方案”。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这是全球发
展倡议的壮阔实践。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涌动的一
大演变趋势，便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改变着全球政治
经济版图。

在欢迎宴会上，欧尔班总理谈到了自己
的深切感受：“从我第一次与您见面，到现在
已经15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变
革的实验室”，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
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自身发展为世界
发展创造新机遇。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
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距离遥远，体
制不同，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高
度重叠。

中欧有着宽广的发展基础。因为经
济的高度互补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20多年来，中欧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
伴，日均约有23亿美元的商品货物在中
欧间流转。也因为全球治理的多极格
局，作为两支重要力量，中欧的合作具有
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关乎发展，更关乎
世界的所有重要维度。

对于开启新征程的中国，欧洲的意
义更加凸显。在与欧尔班总理会谈时，
习近平主席强调：“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
重要一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伙伴。”
作为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

匈牙利“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发
展和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合作作出积
极努力”，欧尔班总理表示。

中国与欧洲，位于亚欧大陆的两
端，增长繁荣之桥架得越稳越宽，世
界发展的引擎就会越加澎湃。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这是全
球安全倡议的鲜明写照。

此行在塞尔维亚媒体发表的署
名文章中，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绝不会让历
史悲剧重演。”

世界并不太平。面对逆流险
滩，中塞、中匈，携手并肩。习近平
主席态度鲜明：“要共同反对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共同反对集团政治
和阵营对抗，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
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方案”，欧尔班总理认为
这是世界重归宁静的出路：“我们支
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
议，赞同中方为推动和平解决乌克
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提出的方案。”

“20年前和现在完全不同。”从
政多年的欧尔班总理，深刻感受到
了国际大势的演变，“当时是只有一
个中心，现在是一个多极化的格
局。更重要的是，新的世界秩序里，

中国是一个支柱国家，足以影响世界经
济和政治的走向。”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是全球文
明倡议在访问行程里的集中彰显。

千百年来，多元文明在亚欧大陆交
融碰撞。

循着习近平主席的讲述，文化印记
勾勒出彼此认知的图谱：“南斯拉夫电影
《桥》、歌曲《啊，朋友再见》在中国广为流
传，激荡着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反法
西斯精神，也伴我度过了青年时代。”“很
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都看过匈牙利
电影《牧鹅少年马季》。”还有裴多菲的诗
歌，李斯特的音乐，在万里之遥的东方，
铭刻着深深的烙印。

民心相通，文化搭桥。2023年初，
习近平主席复信匈牙利匈中双语学校学
生。如今，中文已被纳入匈牙利的国民教
育体系。一撇一捺的汉字，走进千家万
户。舒尤克总统梳理后得出结论：“匈牙
利约有2500名中国留学生，虽然从中国
角度看并不多，但从匈牙利千万人口的角
度看，这个数量是相当大的成就。”

“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
忘焉，可以来矣。”在习近平主席夫人彭
丽媛同外方领导人夫人的参观活动中，
处处可感知润物无声的文化力量，体悟
涓涓流溢的传统韵味。

端详塞尔维亚手工刺绣，鼓励年轻
人“推动传统手工技艺代代相传”；在布
达王宫了解古建修复，期待“两国艺术家
们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文明交融”；参观
匈中双语学校，勉励同学们“为传承促进
中匈友谊积极贡献力量”……夫人间的
亲切交往，细腻诠释着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因互鉴而丰富”的真谛。

每一次访问，每一次中国故事的讲述。
7年前雪后初霁，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一场主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演讲，被西方媒体称为“具有分水
岭意义的时刻”。

10年前春回大地，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部，一场事关文明交流互鉴的演讲，
为东西方文明的握手汇聚力量。

…………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记载了

无数这样的“影响力时刻”。很多是在欧
洲发生，很多是同欧洲有关。

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每一天都
行进于历史之中。武契奇总统将习近平
主席来访的日子，视为值得骄傲的一天：

“今天我们正在书写历史，未来我们将会
纪念今天这一时刻，因为今天将会为未
来指明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改革开
放、新质生产力、中华文明……习近平主
席访问途中，外国政要对这些话题都饶
有兴致。

贝尔格莱德和平别墅，武契奇总统
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饯行。远眺欣欣
向荣的城，景与情融汇在心。

武契奇总统感言：“中国一直是伟大
的国家。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大国地
位和作用倍受尊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势不可挡。在此进程中，习近平主席的
深邃睿智、战略眼光和卓越领导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主席娓娓道来：“中国是有着
5000多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我们
这一代人和新一代年轻人都立志于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他的目光望向更远的未来：“我们不
仅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世界人民谋
幸福，不仅追求自身发展，也致力于同世
界上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就是我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强大
的中国绝不是世界的威胁。”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中国的品格与
坚守。此行，挺膺“行天下之大道”的担当。

布达佩斯，维尔图餐厅。饯行午宴
上，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回顾风雨
兼程却笃行不怠的来时路，习近平主席
讲得平实而坚定：“我们有信心继续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保持中国
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不仅让中国人民过
上越来越好的生活，也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目之所及，布达城堡山下，多瑙河昼
夜不息、浩荡向前。大河大江，或遇逆
流，或涉险滩，然而归海之势，不可阻
挡。（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杨旭 张
志文）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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