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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杯，金色茶汤，暖意氤氲。冬日北京，
一幅《共饮一泓水》的海报吸引世人目光。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茶会友，邀请多
国政党代表聚首古都，探寻政党如何担当时代
使命、共建美好世界。茶汤透映世界地图，呼应

“天下一家”的真诚倡议；涟漪荡漾，寓意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发全球共鸣。

作为中国“首席外交官”，习近平主席引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阔步前行，引领中国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他的一言一行，他的品格风范，无
不浸润中华文化的光泽，展现中华文明的恒久
魅力。

大国之风

越南岘港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３５分钟演讲赢得１７次热烈掌声。

“五个新征程”的生动阐释、中国道路世界意义
的有力宣誓，凝聚全球共识。《华尔街日报》说，
在全球舞台上，习近平将中国打造成一个不同
于西方的选择。

思想的深度，铸就元首外交的高度，展现大
国风范。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原则，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
国交往新路——— 中国的交友之道，彰显和而不
同、兼容并蓄的精神气度。

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
的对非政策理念，倡导新安全观、正确义利
观——— 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价值信念，中国的

“朋友圈”越来越大。
破解全球化迷思，为世界经济指明前路，倡

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国际关系
民主化——— 和衷共济、天下为公的品格风范，为
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决议，
“一带一路”助推新型全球化，亚太自贸区建设
为区域合作插上梦想翅膀——— 立己达人、兼善
天下的广博胸襟，为世界人民带来真切获得感。

习近平主席的外交理念根植于中国文化价
值取向，提供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指明了
方向。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说，世界需要更多
“像习主席这样富有远见卓识、高瞻远瞩，能够
动员和感召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领导人”。

赤子之心

“无论如何也要安排时间见见你们。”在对

老挝进行国事访问的繁忙日程里，习近平主席
专门抽出时间会见相识多年的奔舍那家族友
人。他对半个多世纪前奔舍那家族在北京生活
的过往记忆犹新，还能记起男孩子穿古铜色灯
芯绒裤子等细节。

不忘故人，重情重义，中国最高领导人给不
少老朋友带来温情回忆。邀请３０多年前的美国
房东到北京做客，履诺前往澳大利亚看望已故
老友培根的家人。这份对普通百姓的牵挂，显现
深厚的民本思想和仁爱之心。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在岘港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说：“让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是中
国政府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也是我牵挂最多、花
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情。”韩国总统文在寅感慨：

“习近平主席让我感受到真正为人民着想的情
怀。”

“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
国人民过得好。”在老挝，他赶赴中国援建的万
象玛霍索综合医院，为重见光明的患者送上祝
福。身为老挝工贸部长的开玛尼·奔舍那一直记
得习主席的一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寻根，到嘉兴“红船
精神”的追寻，再到中共十九大后首次出访期间

的温情故事，追寻习近平主席的足迹，世界感受
他执政为民的初心、不忘根本的平民情怀。

文明之光

如何让世界理解古老文明土壤上孕育的现
代文明？世界把目光聚焦新时代中国的领航人。

漫步于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习近
平主席向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讲述中国文化
中“和”思想的丰富意涵，阐释中国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的坚定信念。

不论主场客场，双边多边舞台，他娓娓道来
的中国故事，常让世界着迷。“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始终贯穿一条红线，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自豪
感，对中国体制的自信，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才有
未来。”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曾经这样
说。

以中式礼服出席荷兰国宴，向世卫组织赠
送中医针灸铜人；引用法国作家雨果诗句，列举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剧作……习近平主席以深厚
的人文情怀、开阔的文化视野，展示文化中国的
国际形象，促进不同文明的共通共荣。

充满中国范儿的元首外交，正引领中国走
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未来，让世界见证一个
东方大国走向复兴、与世界同行的梦想与力量。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０日电）

元首外交的中国范儿

12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宣布将参加
2018年总统选举，向自己的第四任期发起冲击。
普京的参选基本宣告了其他竞选人的失败，胜
选几无悬念，但胜选后面临的压力，尤其是国际
环境和国内经济等方面将“压力山大”。

第三任期是普京执政以来最为艰难的时
期。2012年就职的第二天，普京签署了包含200多
项指令的“五月法令”，涉及广泛的社会保障问
题，旨在全面改善民生。但俄罗斯没能抓住经济
改革窗口期，很快被乌克兰危机拉入与西方的
地缘政治博弈。之后油价暴跌，卢布跳水，经济
陷入严重衰退，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竞选承诺难
以兑现。但另一方面，与西方交恶的同时，索契
冬奥会成功举办、克里米亚入俄等大事件使民
众深受鼓舞，空前团结，普京成为国家稳定和强
大的象征。从6年的执政成果看，尽管困难重重，
但普京还算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经济上，结
构性改革道阻且长，但起码已摆脱困境，增长潜
力将逐渐释放；内政上，普京掌控全局，正在进
行人事调整，打造年轻执政团队；外交上，俄罗
斯以强硬的姿态捍卫本国利益，证明了自己参
与国际议程的实力。总之，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
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但国际影响力提升了。

这次普京宣布参选胜选基本无虞。俄罗斯
民族对困境和苦难颇有承受力。越是逆境，越是
困难，越能激发出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因此，
西方的制裁和孤立被视为对俄罗斯的挑衅和压
迫，经济困难是民众乐于承受的代价。于是，普
京支持率在克里米亚入俄后飙升至80%以上。即
使生活受到影响，民众的不满也主要指向政府
和总理，对总统的肯定和信任依旧。根据全俄舆
论调查中心最新的民意调查，民众对总统本年
度工作的认可度达到82 . 4%，远高于对总理、政
府、联邦委员会（议会）的认可度。另一项调查显
示，准备投票给普京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8%，已
确认参选的几个候选人完全无法撼动普京的地
位。不过，对普京真正的考验还在胜选之后。

加速经济发展，保障民生将是第四任期最
重要的任务。经济实力对内是支持率的保障，对
外则是彰显大国影响力的基础。当年，普京结束
了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借着油价上涨的东风，给
俄罗斯带来了长期稳定繁荣。俄经济连续8年保
持高速增长，GDP总量在2007年上升至世界第七
位。民众得以找回有尊严的生活和大国自豪感。
普京也从叶利钦名不见经传的接班人成为享有
盛誉的绝对领袖。可以说，经济发展是普京前两

个任期执政合法性的最大来源。如今，俄能源依
赖仍存，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经济进入低增长
期，普京提出的2020年进入世界经济五强的宏
伟目标已无法实现。2016年经济危机最深重时，
普京支持率一度降至80%以下。而根据俄经济与
政治改革中心的报告，2017年俄抗议示威活动
数量持续增长，第三季度抗议活动比年初增长
60%。多数示威游行与社会经济状况恶化有直接
关系。拖欠工资、降薪裁员引起的劳资冲突也呈
增长态势。普京必须提出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
方案，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巩固执政合法性。

加强民众团结，筑牢执政根基也是工作重
点。普京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享有普通民众
的持续支持。此次普京选择在伏尔加汽车厂宣
布参选，也充满象征意义。因为他知道普通民众
是国家必须依靠的基础力量。近年来，俄民众参
与政治的热情普遍下降，政治倦怠情绪上升。
2012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为65 . 3%，普京支持率
仅为63 . 6%，比2004年下降7 . 7个百分点。2016年杜
马选举中，尽管统一俄罗斯党取得大胜，但选举
整体投票率低于50%，创历史新低。这传递出一个
重要信号，即俄社会出现了沉默的大多数，在无
法改变选举结果的情况下，弃选正是对现状不满

的体现。正如一位俄专家所言，“普京并没有失去
权力，但他正在失去人民”。此外，今年3月爆发的
反腐游行暴露出青年选民问题。当时，在体制外
反对派纳瓦利内的鼓动下，大量大学生、中学生
通过社交网络集结，成为示威主力。之后，普京亲
自组织和参与了一系列针对青少年的活动，力图
拉近与“新生代”的距离。当青少年逐渐成长为社
会中坚力量，他们会认同“普京道路”吗？怎样保
证投票率和得票率双双70%的目标，怎样团结各
阶层民众是普京必须思考的问题。

总之，参选甚至胜选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
考验在未来。到2024年，普京将任总统20年，总理
4年，俄罗斯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拭目以待。

普京再选总统：悬念小 压力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韩奕琛

12月9日，在耶路撒
冷，以色列警察与一名巴
勒斯坦抗议者发生冲突。

当日，巴勒斯坦民众
继续在东耶路撒冷、约旦
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举行示
威活动，抗议美国总统特
朗普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阿拉伯国家联盟外交部长
会议10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做法，宣布美国失去作为巴
以和解调解方的资格。

阿盟9日晚上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紧急外
长会议，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讨论应对之策。

会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在耶路撒冷地
位问题上的政策转变是“危险的发展”，美国从
而“把自己隔离在中东和平进程发起人方和调
解方之外”。声明说，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没
有法律效力”，“违反国际法”，从而必须撤销。

阿盟外长定于一个月内再次开会，并打算
举行阿盟首脑会议，进一步磋商。

阿盟谴责

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据新华社联合国１２月９日电 联合国负责政
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９日向媒体介
绍访问朝鲜情况，强调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紧迫
性，重申诉诸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费尔特曼８日结束对朝鲜为期４天的访问。他
在随后发给此间媒体的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只有
诉诸外交途径，通过“真诚对话”，才能缓和当
前的半岛紧张局势，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时间是关键”。

费尔特曼５日至８日访问朝鲜，与朝鲜外务相
李勇浩及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国就共同关注的问
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意
见，一致认为“半岛局势是当今世界最紧张、最
危险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访问期间，费尔特曼向朝方强调全面执行联
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必要性。他同时指出，要
防止对形势作出误判，应通过开放渠道减少冲突
风险。国际社会对紧张局势升级感到担忧，正致
力于寻找和平解决方案。

这是副秘书长级别的联合国高级官员６年来
首次访问朝鲜。

联合国副秘书长

介绍访朝情况
强调缓和半岛局势紧迫性

这俩干部都栽了！
一个强按群众头鞠躬道歉

一个对妻子殴打怀孕护士处置不当

据新华社重庆12月10日电 一段干部强行要
求群众鞠躬致歉并伴有不当言行的视频近日在网
上流传，引发网民关注。

网传视频显示，一男子质问站在一旁的老人：
“明明有300元低保，为啥要打胡乱说？”“你搞错了
没？”，老人回答“错了，错了”。随后，男子强行按住
老人头部，一边喊“一、二、三”，一边让其连续鞠躬
道歉。

重庆市巫山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经
查，视频中的干部系大昌镇镇长陈勇，群众系该镇
樟树村60岁的村民李某。李某一家三口，母亲今年
87岁，妻子属于二级精神残疾，享受每月392元的
低保补贴，镇里根据其家庭实际情况，还给了3 . 9
万元危房改造补贴。李某实际享受的是国家扶贫
政策，但是在县里扶贫工作组回访时，他却反映自
己并没有享受到相关政策。事后陈勇到樟树村召
开会议，发生了视频中的这一幕。

巫山县成立的工作小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
大昌镇镇长陈勇在处理村民李某的事情上言行粗
鲁，有损国家干部形象。当地有关方面已决定暂停
陈勇镇长职务，责成纪委依纪依规认真调查，严肃
处理。

据新华社武汉12月10日电 因在医院殴打一
名怀孕护士，湖北省一城管局局长的妻子被行政
拘留。这名局长因事后存在处置不当等问题，已被
免职。

网传消息称，打人者的丈夫、湖北省通山县城
管局局长徐良路在探望被打护士时称，“从事服务
行业受点气是应该的”。这一事件的相关视频，被
拍摄后上传网络，受到大量网友关注，造成恶劣影
响。针对此次门诊输液室发生的打人事件及后续
相关情况，通山县委已作出决定，免去涉事城管局
局长徐良路的城管局长职务。

据新华社休斯敦１２月９日电 美国佛罗里达
州警方９日向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通报，一架小
型教练机８日在佛州失事，造成两名中国籍飞行
学员遇难。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两
名遇难的中国学员均为２０多岁的男性，来自当地
一家飞行训练学校。

美国佛州教练机失事

两名中国学员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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