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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六）大道不孤

　　 2021 年 5 月 23 日，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
　　暮色中，飞机降落，总统皮涅拉迎上前
去。这是他年内第三次亲赴机场接收中国产
新冠疫苗。
　　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疫情来
袭，中国紧急驰援，派遣医疗专家组、提供
抗疫物资，在全球范围展开人道主义行动，
携手世界筑起“防疫长城”。
　　推动抗疫国际合作，正是中国共产党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天下大同”“为人类求解放”，当中
华民族赓续数千年的追求向往遇见马克思主
义的人民立场，二者紧密结合，便造就了中
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天下情怀，也为这个世界
注入了不一样的精神力量。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
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3 年 3 月，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
系学院。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
就面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
“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
绿色低碳”……
　　 2017 年 1 月，瑞士，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
　　带着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
深入思考，习近平主席用五个“坚持”，同
世界分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
案：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超越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摒弃零

和博弈、地缘政治思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理念首倡者，
更是坚定践行者。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开拓国与国交
往新路径———
　　一个从苦难和屈辱中走出来的民族，更
懂得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含义
与价值。
　　从倡导对话弥合分歧到谈判化解争
端……中国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
结盟的国与国交往之路。
　　 2015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上的话坚定有力：中国近代以
后遭遇了 100 多年的动荡和战火，中国人民
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
其他国家和民族。
　　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
架，践行亲诚惠容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关
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建交
国已增至 180 个，伙伴关系网络遍布全球，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新平台———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先
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合作倡议。
　　短短 8 年，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的伙伴国家已达 140 个，“一
带一路”成为这个蓝色星球上范围最广、规
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也成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广袤的非洲大陆上，两条铁路有着特殊

的历史地位。
　　一条是坦赞铁路。
　　不畏艰难、远渡重洋，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 5万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到非洲，
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这条“自由之
路”， 60多名中国专家将生命留在这里。
　　一条是蒙内铁路。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之一，
这条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
造的现代化铁路，将肯尼亚蒙巴萨港同首都
内罗毕连接起来，构成了东非铁路大动脉的
起始段。铁路沿线设置多处桥梁式野生动物
通道，五六米高的长颈鹿不低头就能顺利
通过。
　　两条铁路，穿越时空；中国共产党人的
天下情怀，一以贯之。
　　今日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越发
展，越能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越能造福全
人类。
　　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
疫情背景下，一个个国家级展会相继举行，
敞开怀抱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快
车”，彰显开放自信与大国担当。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
　　 2015 年 10 月 12 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
体制进行集体学习。
　　“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
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
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不当旁观者、跟随者，要做参与者、引
领者。
　　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到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中国始终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
权跃居第三位，到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已从全
球金融体系的普通参与者转变为公共产品的
提供者和变革的“发动机”；
　　从积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到宣布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坚定致力全球
环境治理……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在国内，写入党章、宪法；国际上，写
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决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
为中国的坚实行动，显示出强大的国际影响
力、感召力、塑造力。
　　西班牙历史学家普列托评价：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旨在推动各国的和平发展与合
作，实现互惠互利，抛弃敌对好斗的思维以
及使人类一再陷入对抗与战争的过时模式。
　　百年沧桑，百年见证。以历史的长镜头
来观察，更能深切体会这 100 年来中华民族
的苦难与辉煌、跋涉与执着。随着不断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必将对人类做出更大
贡献。

  ——— 中国共产党登高望远、胸怀天下，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时代担当创造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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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肯尼亚内罗毕，
肯尼亚火车司机跟随中
国老师张程熟悉操作流
程（ 2017 年 5 月 17 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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