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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6日上午，亚太
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在秘鲁利马会议中心举行。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亚太发展》的
重要讲话，呼吁亚太各国要团结协
作，勇于担当，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
同体，努力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引发国际社
会热烈反响。多国人士表示，在世
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增
长乏力、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的
当下，习近平主席就加强亚太合作
提出重要主张，贡献中国智慧，为推
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开创亚太
发展新时代指明前行方向，为实现
亚太乃至世界的共同繁荣注入强劲
动力。

团结亚太应对挑战的中国
担当

当前，亚太合作面临地缘政治、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等挑战。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亚太作为全
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
擎，肩负更大责任。习近平主席在
讲话中呼吁亚太各国团结协作，勇
于担当。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从战略高
度突出了开放创新、国际合作、现代
化及经济全球化等的重要意义，充
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巴基斯
坦伊斯兰堡南亚与国际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马哈茂德·哈桑·汗说，习近
平主席的讲话为亚太经合组织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强凝聚力
注入信心和力量，也为亚太发展指
明了方向。

墨西哥经济教学研究中心研究
员雷纳托·巴尔德拉马表示，亚太位
于世界经济发展前沿，其稳定发展
离不开中国带来的强劲动力。“习近
平主席在讲话中呼吁亚太各方共担
时代责任，而中国正是以勇于担当
的精神和切实行动引领亚太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为亚太长久繁荣作
出了巨大贡献。”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政治与国
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尼奥·莱茨瓦洛

认为，中国经济几十年来取得巨大
飞跃，已成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稳
定发展的动力源。“中国始终倡导普
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给地区带来
巨大机遇，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亚
太未来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正能
量。”

当前，中国对亚太经济增长贡
献率达64.2%，带动地区37.6%的货
物贸易增长和44.6%的服务贸易增
长，助力亚太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
心、全球发展稳定之锚和合作高地。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改
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
的历史进程，我对此深表认同。”新
西兰商学院院长黄伟雄说，“中国不
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坚持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不仅为地区伙伴的发展提
供重要借鉴，也为亚太和世界创造
更多机遇。”

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引用中
国古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和拉美谚语“唯有益天下，方可
惠本国”，向世界展示以中国发展促
进亚太发展的决心和意志。在加拿
大《今日加拿大》主编黄运荣看来，
这彰显了中国“携手共行天下大道”
的担当，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和多边
主义，主张公平和包容性发展，不断
推动亚太地区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共赢的方向前进。

推动亚太高质量发展的中
国方案

如何在当前形势下更好推进亚
太合作？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
三点建议——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
合作格局、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
长动能、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
理念。这些建议引发海外人士广泛
共鸣。

“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可以看
出，中国正在向世界展示出极大的
开放性。”秘鲁记者协会主席安赫
尔·桑切斯·穆尼奥斯说。他特别指
出，此次会议期间钱凯港正式开港，
为秘鲁以及整个拉美地区打开了新
的大门，增强了与亚洲的贸易联通。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
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型经济大方
向，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
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些建议立足当
下、着眼未来，对于世界经济复苏和
亚太地区各国发展十分重要。”韩国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说。

多位海外人士对习近平主席有
关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的
论述深表赞同，并积极评价中国在
这方面作出的努力。马来西亚战略
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穆赫德·法
伊兹·阿卜杜拉指出，人们可以看到
中国正在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循环
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
气候变化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

新西兰大洋洲数字金融交易集
团主席彭杭颖平注意到习近平主席
宣布中方将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
动合作倡议》，期待中国为全球数字
经济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贡献方
案，推动共建开放、包容、非歧视的
数字经济环境。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
们要用好亚太经合组织平台，加强
经济技术合作，加大对发展中经济
体和弱势群体的支持，共同做大并
分好经济发展‘蛋糕’，让更多经济
体、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马来西亚智库亚太“一带一路”
共策会执行董事翁忠义说：“中国积
极支持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互联互通，提升区域内的经济和
社会包容性，为各国创造更多发展机
会，共同迈向繁荣。”新加坡国立大学
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卢耀群认为，中国在推动亚太地区发
展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提出了一
种包容发展的路径，特别注重帮助发
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这种合作形
式可以成为世界的榜样。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中
国理念

从呼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
同体意识”，到“共同构建开放包容、
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
太命运共同体”，再到“坚持命运与
共，建设守望相助的亚太”……习近

平主席曾多次阐述构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主张，为亚太地区深化合
作、实现共同繁荣注入强大动力。在
此次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呼吁各
方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获得国
际人士高度评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程管理硕
士学术主任闫黎表示，构建亚太命运
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亚太地区的具体体现，对文化背景不
同、发展程度各异的亚太各国有着独
特意义。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伊
万·季莫费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
不同场合多次呼吁构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对亚太地区的团结合作、共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为实现亚太
地区发展繁荣贡献的智慧与力量有目
共睹，这符合世界进步的大势，有利
于推动各国实现共同繁荣。”

日本无限合同会社首席经济学家
田代秀敏表示，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密
切，经济相互关联，面临的问题与挑
战也相互关联。“中国提出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各方共同应对挑
战提供了思想指引，为实现共同发展
筑牢根基。”

“中方欢迎各方继续搭乘中国发
展快车，同中国经济共同发展，为实
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
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努力。”习近平
主席在讲话中向世界发出诚挚邀请，
让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前驻白
宫记者威廉·琼斯感触颇深。他认
为，中国积极倡导亚太合作，凝聚发
展动能，践行共赢理念，为地区共同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通过一系
列主张和行动举起了一面命运与共的
旗帜，得到了包括亚太国家在内的国
际社会广泛支持。”

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2026
年东道主，这让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
高级官员会议主席卡洛斯·巴斯克斯
充满期待。他说：“期待在中国引领
下，亚太合作能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
年’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奥地利能源监管机构16日说，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
已于当天停止向奥地利国家石油天
然气集团接收端输送天然气。奥地
利成为最新一个被俄气“断供”的欧
盟国家。

俄气提前12小时通知奥方“断
供”决定。奥地利国家石油天然气
集团15日说，它早就在为这一结果
做准备，将通过从德国、意大利、荷兰
进口满足其用户需求。奥地利总理
卡尔·内哈默也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安抚民众，国家有充足的天然气储
备，今冬“没有一户人家会受冻”。

不过，随着供暖季临近，不少欧
盟国家政府势必要设法应对居高不
下的气价及其带来的民怨。

俄方断供决定缘于奥地利国家
石油天然气集团发起的仲裁官司裁

决。这家奥地利最大的天然气供应
商先前向国际商会申诉，要求俄气
就“断供”该集团德国分公司赔偿其
经济损失，仲裁庭本周早些时候裁
定奥方胜诉，要求俄气赔偿2.3亿欧
元。奥方遂以抵消赔偿款为由，表
示将停止向俄气支付其奥地利分公
司购气费用。

几十年来，俄罗斯通过一条苏
联时期建设的跨境输气管道将俄西
伯利亚北部所产天然气经乌克兰送
达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奥地利
等国。奥地利原本是这条管道最大
的接收方，正常情况下每天接收
1700万立方米天然气，占该管道总
输气量40%。

乌克兰方面已表示不打算续签
5年一期的中转输气协议，合同将在
今年年底到期，届时该管道将关闭。

不过，到目前为止，俄气仍持续
通过该管道输送天然气，16日输送
量为4240万立方米天然气，与15日
水平保持一致。路透社收集的数据
显示，2023年，俄罗斯经该管道输送
了大约150亿立方米天然气，而根据
国际能源署统计，这些天然气满足了
奥地利及其邻国匈牙利、斯洛伐克三
国市场总和约65%的用气需求。

俄乌冲突 2022 年 2月升级前，
俄罗斯原本是欧盟国家最大的单一
天然气供应源，通过多条直通或中
转管道输送占欧盟市场约四成需求
的天然气。

但在欧盟因乌克兰危机制裁俄
罗斯并制定“摆脱对俄能源依赖”政
策后，俄方对欧输气量大幅减少，尤
其在俄罗斯直通德国的两条“北溪”
海底输气管道2022年9月遭人为爆

炸破坏后，供气量进一步锐减。欧盟
国家不得不紧急寻找替代进口源，如
挪威、卡塔尔，还不得不购买昂贵的
美国液化天然气，从而承受本国气价
高涨、生活生产成本上升、民众怨声
载道的代价。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受
损最直接、最显著。

奥地利能源部长莱奥诺蕾·格韦
斯勒说，先前，奥地利消耗的大部分
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比重去年12月
达到98%的峰值。

奥地利被断供后，主要经乌克兰
中转管道接收俄产天然气的欧盟国家
仅剩斯洛伐克，匈牙利目前主要通过
经土耳其中转的黑海海底管道“土耳
其溪”获得俄产天然气，而欧盟领导
层仍在不断施压匈牙利放弃使用俄罗
斯能源。

（新华社专特稿）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植物园，有一棵古老的
茶树。树前石碑上以葡
萄 牙 文 和 中 文 写 着 ：

“1812年，首批抵达巴西
的中国 人 在 此栽下茶
树，此为中国-巴西友谊
的见证。”

“中巴人民在漫长
岁月中 结 下 的真挚情
谊，恰似中国茶农的辛
勤劳作一样，种下的是
希望，收获的是喜悦，品
味的是友情。”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
国会发表演讲时说。

“人之相识，贵在相
知；人之相知，贵在知
心。”在习近平主席关心
和推动下，中巴人民的
友谊之树不断成长，在
多个领域开花结果，为
中巴关系发展注入希望
和力量。

“我们不同，却
很亲密”

11 月初的一天，里
约热内卢细雨蒙蒙。位
于蒂茹卡国家公园半山
腰的中国亭云雾缭绕，
游客如织。

当地导游布里萨贝
拉·库马尔正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国
亭的历史渊源。飞角、重檐、雕龙，
中国亭因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绝佳
的观景位置，成为里约地标之一。
约 200 年前，首批中国茶农就跨越
千山万水来到巴西种茶授艺。站
在中国亭，可俯瞰山下的里约热内
卢植物园。这一片区域，此前正是
中国茶农辛勤劳作的场所。库马
尔告诉记者，越来越多游客在中国
亭欣赏美景时，对巴西和中国这段

“茶缘往事”充满兴趣。
在植物园里，解说员皮埃尔·贝

拉尔特向记者介绍了一处特别景
观：在古茶树的旁边，长着一棵古
老的阿萨伊棕榈树。阿萨伊，也叫

“巴西莓”，是巴西人最熟悉的“超
级水果”，也是外国游客心目中颇
具代表性的“巴西味道”。在里约
大街小巷，总能看到阿萨伊制成的
饮品、甜品。

“中国和巴西的两棵代表性树
木并肩而立，正如两国之间的友
谊，我们不同，却很亲密。”贝拉尔
特说。

11 月份正是巴西阿萨伊果开
始成熟的季节，一旁的古老茶树
上也结出了茶籽。“今年是巴西和
中国建交 50 周年。”贝拉尔特说，

“我相信，随着更多的交流合作，
我们将结识更多中国朋友，两国
关系将迎来下一个更加美好的 50
年。”

在植物园入口处，一座两层高
的历史建筑不久前修复完毕。在
它周边，是新种植的优质中国茶
苗，走进建筑里，“茶之道”文化展
刚刚迎来第一批参观者。这里被
命名为“中巴友谊园”。丰富的历
史图片、多彩的茶具、互动式茶道
体验活动，以及稚嫩的茶苗，向人
们展现着中国茶在巴西的历史和
现在，为两国人文交流打开一扇新
窗口。

在里约，不少巴西受访民众不
约而同地选择以阿萨伊形容巴中
关系。年轻姑娘萝伯塔·迪内利
说：“就像阿萨伊富含能量一样，巴
中友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在崭新明亮的马累明日之潮交
响乐团演奏厅，乐手们正在演奏
《大鱼》。婉转动人的中国风旋律
回荡在整个大厅。

“中国与巴西虽然相隔万里，但
两国的音乐都在讲述自身的历史
和故事，有共通共鸣之处。”乐团指
挥菲利佩·科谢姆告诉记者，乐团
还排演了《梁祝》《美丽的神话》《我
的中国心》等中国曲目。

马累明日之潮交响乐团成立于
2010年，所在地是里约的贫困社区
马累区，乐手们也大多来自这里。
2011 年，乐团濒临解散之际，中国
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雪中送炭，
提供资助。这份“中国缘”为困境
中的年轻人们带来了希望，他们得
以继续追求音乐梦想。

2014年 7月，中巴建交40周年
音乐会在巴西利亚举行，当时在巴
西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和时任巴西
总统罗塞芙共同出席。乐团受邀
演出，一曲充满浓郁江南风韵的中
国音乐作品《无锡景》演奏完毕，现
场掌声经久不息。

乐团成员们对记者感慨说，“与
中国的联系”犹如“一份天赐的礼
物”，为他们的人生带来不曾想象
过的选择与机遇。

今年 8月，为庆祝中巴建交 50

周年，乐团前往中国演出
交流，在北京特意安排了
一场“快闪”活动。人来
人往中，乐团奏响中国民
歌《茉莉花》，引来不少中
国民众驻 足、合唱。 随
后，一曲与中国唢呐艺术
家合奏的《沂蒙山小调》
上演，嘹亮的唢呐声搭配
欢快的巴西鼓，两国民众
的心灵在音乐的碰撞交流
中愈加贴近。

“10 年前，为两国元
首演奏时，我们与中国乐
团同台，还只能各自演奏
自己的曲目。而今天，我
们已经能够完美合奏。”
乐团大提琴手德博拉·多
斯桑托斯说。

多年来，马累明日之
潮交响乐团累计为 7000
多名当地孩子提供了音
乐教育和培训，为他们的
家庭和所在社区播撒下
希望的种子。“马累社区
也在一点 点 变 得 更 好！
这 一 切 要 感 谢 中 国 朋
友！”乐团创始人兼校长
卡洛斯·爱德华多·普拉
泽雷斯说，“现在，我们每
个人都有一颗向往中国的
心。”

成立于 2011 年的里
约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也
由来自贫困社区的年轻人

组成。同样得益于中国企业的支持，
乐团获得发展机遇，获评里约热内卢
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日，习近平
主席复信巴西各界友好人士，鼓励他
们继续为中巴友好事业贡献力量，其
中就包括这个乐团。

乐团负责人、巴西山河文化促进
中心主任马西娅·梅尔希奥说：“习近
平主席在复信中传递出加强中巴友
好的强烈信息，将激励更多孩子走近
中国、了解中国，为巴中文化交流和
人民友好贡献更多力量。”

“学中医、学中文，一个不
能少”

巴西戈亚斯联邦大学中医孔子
学院的课堂上，中医老师讲解、示范，
学员听讲、观摩、体验，学习氛围
热烈。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巴西戈亚斯联邦大学中医孔子学院，
是拉美地区第一所中医特色孔子
学院。

“在汉语教学中融入中医药文
化传播，让二者相辅相成。”中方院
长、河北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吕均超
说，“中医与中文、中国文化密不可
分。”

“中国智慧、中国哲学思想、中
国人的生活方 式 ，这 些 都 让 我 好
奇。”这所孔子学院48岁的巴西学员
道格拉斯·莫尔任塔尔因学习武术与
中国文化结缘，现在是一名体育老师
和针灸师。在他看来，“学中医、学中
文，一个不能少”。

几十年来，中医药在巴西蓬勃发
展，从业者已有20余万人，大小中医
诊所分布巴西各地，针灸、草药等疗
法被纳入医保系统。越来越多的巴
西院校开设中医药学课程，两国在中
医临床医疗、中医药人才培养等领域
展开务实合作。

巴西总统卢拉、前总统罗塞芙等
都接受过中医治疗。今年 6 月访华
期间，学医出身的巴西副总统阿尔克
明还展示了自己的针灸技术。

与此同时，中文热不断升温。目
前巴西共设立 12所孔子学院和 1所
孔子课堂，是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拉
美国家。里约热内卢州已开设两所
葡中双语学校，还有三所公立学校提
供免费中文教育。

里约热内卢州教育厅战略项目
协调员卡梅利亚·阿莫林说，中国是
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加强中文教学
被巴西视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战略。

2014年在两国元首见证下，中巴
签署合作设立坎皮纳斯大学孔子学
院的协议。今年，该孔院学生阿图
尔·雷斯代表巴西赴华参加第二十三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
球决赛，获得三等奖。

“中国有迷人的文字、悠久的中
医和灿烂的文明，巴西有动感的桑
巴、丰富的色彩和热情的人民。”雷斯
说，“加强交往、携手合作，会让我们
变得更好。”

“中国人认为，如果有缘分，再远
也能相会，叫作‘有缘千里来相会’。”
习近平主席10年前在巴西国会发表
演讲时说。

中国和巴西远隔重洋，但浩瀚的
太平洋没能阻挡两国人民结缘。如
今越来越多的友谊使者跨越山海，续
写中巴人民相知相亲的新故事，推动
两国友好像长江和亚马孙河一样奔
腾不息、一往无前。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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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指明前行方向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

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赞 刘品然 阚静文

俄气断供奥地利 欧盟今冬“气”从何来

近日，巴基斯坦拉合尔遭遇雾
霾天气。

图为 11 月 17 日，在巴基斯坦拉
合尔，人们在雾霾中运输香蕉。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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