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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鸣谷应，衔华佩实。
7 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中拉领导人首次会

晤时提出，中拉要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为进一步发
展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指明了方向。

7 年间，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中
拉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合作格局，
中拉利益融合进一步深化。

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拉美多国领导人互致函
电，引领中拉同心抗疫、共谋发展，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天涯若
比邻”，丰富了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

中拉命运共同体之树硕果累累
“让我们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

同体，共创中拉关系的美好未来！”
2014 年 7 月 17 日，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领导人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
倡议，为中拉关系做出了构建“五位一体”新格局和“1+3+6”新框
架的顶层设计。

在这一顶层设计下，中拉各领域合作一步一个脚印，从高层
交往到党际交流，从出口多元到外贸升级，从基础设施到绿色能
源，从语言教学到智库互动，从经典互译到文明对话，犹如甘露
浇灌着中拉命运共同体这棵大树，育出累累硕果。

——7 年来，中拉合作机制日益成熟。在元首外交引领下，
建立了中国-拉共体论坛，创设了涵盖政党、基础设施、农业、企
业、科技创新、青年、智库、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合作等领域的对
话合作平台，中拉联合实验室、中拉新闻交流中心等项目也落地
生根。

——7 年来，中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双边贸易额稳步增
长，已连续 3 年超过 3000 亿美元，先后有 19 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对拉投资步伐也
不断加快，在拉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45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拉累
计签署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 2200 亿美元。

——7 年来，中拉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双方于 2016 年成功举
办“中拉文化交流年”，覆盖近 30 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和中国多
个省市，不仅拉近了双方距离，也进一步活跃了语言教学和学术
交流活动，学习中文的拉美国家学生和学习西葡文的中国学生
数量快速增长，相关的国别和地区研究机构也不断涌现。

这一期间，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相继同中国建立外
交关系，以崭新的身份参与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拉命运共同体之歌动人心弦
在密集开展的“电话外交”“书信外交”引领下，面对新冠疫

情，中拉同心抗疫、守望相助，谱写了一曲动人心弦的中拉命运
共同体之歌。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表示，面对疫情冲击，各国要团结一
致、相互尊重、彼此支持，致力于构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

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最困难时，拉美人民给予中国真诚帮助
和支持：秘鲁漫画家万韦创作“热干面”漫画在网上热传，阿根廷
足协向援鄂护士儿子赠送球星梅西的球衣，在华拉美人士创作
歌曲《希望》为中国朋友加油鼓劲……

拉美疫情蔓延，中国感同身受，主动伸出援手。
截至今年 3 月，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举办 40 余场抗疫经

验交流视频会议，向委内瑞拉和秘鲁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深入一
线投入抗疫工作，还向拉美多国捐赠他们急需的医疗物资设备。

中国疫苗被源源不断运往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成为一些国家
开启大规模疫苗接种的重要保障。智利总统皮涅拉 3 次亲赴机
场迎接中国疫苗。他表示，中国疫苗就是“隧道尽头的那束光”。

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行稳致远
“中拉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共同打造好中拉命

运共同体这艘大船，引领中拉友好关系驶入新的航程。”
2016 年 11 月 21 日，在秘鲁国会，习近平主席将中拉命运共同

体比作一艘大船，呼吁双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推动发展战
略对接、推进合作换挡加速、实现合作成果共享。

面对叠加交织的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
劈波斩浪、激流勇进。

疫情阴霾下，拉美遭遇严重经济衰退。2020 年，拉美对美国
和欧盟的出口大幅下降，而对华出口则有 2%的逆势增长。此外，
中国还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开展了 24 个基础设施项目，项目总
值达 178 亿美元。

进入 2021 年，中拉经贸合作更显现出蓬勃生机。1 月至 5
月，中拉贸易额取得了 45%的大幅增长，中国对拉直接投资达
10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

经贸合作贵在共赢，人文交流贵在相知。疫情阻隔了中拉之
间正常的人员来往，但阻隔不了中拉人民对增进相互了解的期待。

在阿根廷，为学习中文，律师马丁娜·耶菲兹成为疫情期间
成立的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第一批学生。她希望
疫情结束后能去中国，身临其境感受中国文化。

在中国，为介绍拉美，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拉教科文中心计
划打造“理解拉丁美洲”文库，用 10 年左右时间推出 50 本以拉美
人文历史为主题的图书，在中拉之间架设又一座“理解之桥”。

追梦路上，携手共进。让中拉合作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步发
展，是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人们有理由
相信，在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
明天将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同舟共济扬帆起
乘风破浪万里航
—— 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拉

命运共同体理念七周年之际
○ 新华社记者 赵晖 党琦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前往中央礼品文物
管理中心，参观“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
——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
展”。他强调，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
活动礼品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丰
富的人文内涵，凝聚着中国人民同世
界各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也见证着新
中国外交事业的辉煌成就。中国共
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
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我们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
帜，同世界各国人民深化友谊、加强
交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

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要通过展览，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参观展览。

上午 10 时 30 分许，习近平等领
导同志来到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
心，步入展厅参观展览。展览设有
一个主展区和两个专题区，主展区
分为“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开放
合作 和平发展”、“大道同行 命运
与共”3 个篇章，专题区分别以“世界
舞台 大国担当”、“缤纷世界 文明
互鉴”为题，通过 670 余件礼品、40 余
幅照片和近百件文献、文摘、新媒体

资料等，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
外交事件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国共
产党人成功开辟和发展新中国外交
事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辉
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历史性、开
创性成就，生动见证我国同建交国
家之间的友好往来、深厚友谊、文化
交流和文明互鉴。

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的苏联摄
影师拍摄的开国大典彩色历史影像、
法国前总统蓬皮杜赠送的挂毯《亚马
逊河》、联合国发来的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法席位的电报、美国前总统
尼克松赠送的瓷塑天鹅、英国前首相
撒切尔夫人赠送的银烟盒、哈萨克斯
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赠送的驼

形来通杯、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西洛
赠送的传统面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金正恩和夫人赠送的贝壳镶嵌装饰
画、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赠送的蒙内铁
路纪念U盘、希腊前总理齐普拉斯赠
送的雅典娜浮雕、玻利维亚前总统莫
拉莱斯赠送的彩绘木雕、斐济总理姆
拜尼马拉马赠送的传统风情装饰画
……展厅里，一件件独具特色的礼品
实物、一份份珍贵翔实的文字材料、
一幕幕鲜活生动的视频场景，吸引了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
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现场讲解，详
细询问有关情况。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
观展览。

习近平在参观“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展”时强调

同世界各国人民深化友谊加强交流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王沪宁参观展览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
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
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强调，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
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
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交流互鉴，支持世
界遗产保护事业，共同守护好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当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大会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中国承办。

习 近 平 向 第 44 届
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

和谐，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古
老哲学，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
的火热实践中，焕发耀眼光彩。

织就世界最大民生安全网、成
就社会治理新格局、铸就公平正义
法治基础、绘就大美神州壮丽图景
……更加和谐的社会为全面小康打
下坚实基础，让“复兴号”巨轮更添
乘风破浪的能量。

民生安全网兜住14亿人民稳稳的幸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
是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如今，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
升，中国已织就世界最大的民生安
全网。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李俊乡农民
白玉德至今仍记得 2011 年底宁南医
院开业那天的情景。尽管大雪纷飞，
百姓们仍赶着毛驴车，骑着三轮车、
摩托车赶来，门诊大厅挤满了人。

宁南医院是西海固地区首家三
甲医院。就是在这里，差点“把肺都
咳出来”的白玉德接受了手术、恢复
了健康。

受 益 的 不 只 是 白 玉 德 。 近 年
来，宁南医院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
95%以上，辐射周边 7 个市县约 300
万人口……

从“大病熬”“小病扛”，到享受
和城里人同样的医疗，西海固的改
变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医疗卫
生机构仅有 3670 家，人均预期寿命
只有 35 岁。如今，医疗卫生机构总
数已超百万个，人均预期寿命更是
提高到 77.3 岁。

健康助力小康，民生牵着民心。
不断释放的“健康红利”让人民

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愈
加完善的兜底保障和社会保障绘就
老百姓心底温暖底色。

“入住之前，住的是土坯房，吃
馍不喝汤，喝汤不吃馍。”河南省太
康县特困老人牛云真说，“自从进了
居村联养点，一天三顿吃好喝好，平
时还有文娱表演。”受惠于当地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政策，牛云真对自己
的晚年生活感到由衷的幸福。

牛云真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十
三五”时期末，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了每人每
月 678 元和每人每年 5962 元；25.4 万
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全面纳入国家
保障范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覆盖全部
县（市、区、旗），发放人数分别达到
1212.6 万人和 1473.8 万人。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保障能力

持续增强。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全
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分别为 10.07 亿人、2.18 亿人、2.67
亿人。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
13.4 亿人。

“切实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是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治本之策。”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
黄家亮表示。

以共建共治共享共筑平安家园

漫天飞雪的路上，十几个人推
着一辆满载货物的三轮车艰难前
行，数次滑倒又爬起后，身上的防护
服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

今年 1 月，一段视频在网上迅速
刷屏，主角正是大连海洋大学的志
愿者。当时，学校因疫情封闭，这群
平均年龄 19 岁的志愿者每天要为
5109 名师生配送 12219 份餐食。

这样的“挺身而出 ”不只在大
连。疫情肆虐的关键时刻，志愿者
们忙碌在社区，奔走在街头，活跃在
网络，用默默奉献诠释志愿精神。

“志”之所在，“愿”之所向。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学雷

锋”活动影响全社会，到 1989 年天津
出现第一个志愿者组织，再到 2008
年中国迎来“志愿者元年”，志愿服
务不断发展壮大，深入生活的日常
平常经常。“十三五”时期，全国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汇集的注册志愿者已
超过 1.9 亿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
24 亿小时。

点滴善意，融汇浇筑，成为人与
人和谐相处的“黏合剂”、社会良性
运转的“润滑油”。

老百姓过日子，少不了舌头碰
牙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所长陈光金看来，任何社会在
任何时候都存在社会矛盾，关键是
如何更好地化解矛盾。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
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
好”——1963 年，浙江绍兴诸暨市枫
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化解
矛盾的“枫桥经验”。

此后半个多世纪，“枫桥经验”
从浙江诸暨发端、从之江两岸向全
国发展。

距离诸暨市 200 公里的湖州织
里，是中国最大的童装产业市场。
曾几何时，厂多、人多、地方小，导致
这 里 治 安 形 势 复 杂 ，社 会 矛 盾 多
发。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成为织
里实现由乱到治的“密钥”。

28 位女企业家组成的社会组织
“平安大姐”工作室是当地纠纷调解

的金名片。此前，织里一家服装厂
负责人跑路引发集体讨薪，多亏“平
安大姐”及时介入化解矛盾。

目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已超
过一百万个，成为基层党组织与社
区群众之间的“黏合剂”、增进社区
群众参与的“活化剂”、化解社区矛
盾纠纷的“减压剂”、完善社区服务
体系的“填充剂”。

“社区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标
志着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更加完善。”陈光金说。

如今，日益提升的社会治理效
能正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公安部数据显示，
2020 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 98.4%，
全 国 居 民 对 社 会 治 安 满 意 度 达
83.6%。

用法治之光守望公平正义

2020 年 10 月 30 日，随着法槌落
下，青海省“扫黑除恶第一大案”——
以“日月山埋尸案”为代表的“8·07”
涉黑专案一审宣判，马成被判处死
刑，张成虎被判处无期徒刑。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全 国
法院审结生效涉黑恶案件 33053 件
226495 人 ；54224 名 涉 黑 恶 案 件 被
告 人 被 判 处 5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直
至死刑。

一起起黑恶案件被依法审理、
庄严宣判，回应着人民群众对公平
正义的殷殷期盼，宣示着法治中国
的铿锵誓言。

明辨是非，秉公司法，方能惩恶
扬善。

“本院认为，原审认定聂树斌犯
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原审被告人聂树
斌无罪。”

2016 年 12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
院第二巡回法庭。一件跨越 21 年的
冤案，在“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
则指导下得以昭雪。

从聂树斌案、呼格案到张玉环
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
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一批重大
刑事冤错案件得到依法纠正。最高
法数据显示，仅 2020 年，全国法院按
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1818 件。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起案件办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对公正的
信心，对法治的信仰。

从惩戒“老赖”助推诚信社会建
设，到整治“霸座”“抢夺公交车方向
盘”树立规矩意识，再到办理维护英

雄烈士荣誉、名誉案件……
近年来，政法机关将抽象的法

律公正地适用到每一起具体案件
中，引领价值观、传递正能量。一个
个生动案例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
号：让法治成为捍卫公序良俗的有
力武器，鼓舞守法者、惩处违法者、
温暖受害者，守望人间正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6 月 6 日，湖南长沙橘子洲公园
里热闹非凡。当天是第 7 个全国放
鱼日，在活动现场，人们你一盆我一
盆 ，将 盆 里 欢 跃 的 鱼 儿 放 流 进 湘
江。这些鱼儿将自在畅游，不再面
对渔网的“威胁”。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 10 年禁渔，
20 多万渔民退捕上岸。湖南正是禁
捕退捕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省市落实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经济保持
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了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2020 年，长江干
流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水质改
善，江豚腾跃，长江母亲河正在焕发
出勃勃生机。

近年来，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

为守护碧水长流，渔民收起渔
网，将江河还给自然；城市污水管网
建设快速推进，污水处理能力大幅
提升；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8.2%。

为保卫蓝天常在，传统制造业
加快绿色化改造，实现超低排放的
煤电机组装机累计约 9.5 亿千瓦，
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北方
地 区 冬 季 清 洁 取 暖 率 提 升 到 60%
以上。

同时，我国以制度力量护航绿
色发展之路，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
法规更加健全，中央出台了几十项
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尤
其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这把

“利剑”，守护着祖国的绿水青山。
今年 5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发

布的《202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蓝天更多，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优良天数比例提高至 87%；河流更
清 ，地 表 水 优 良 断 面 比 例 提 高 到
83.4%；家园更美，各级各类自然保
护地总数达到 1.18 万处……

生态好了，环境美了，不少地方
的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也更加红火。

今年“五一”假期，广西来宾市
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六巷乡大岭村迎
来一大拨游客，民宿爆满。

这 个 过 去 曾 经 贫 穷 的 瑶 寨 山
村，依托生态环境、独特风俗等发展
民宿旅游，已成为“网红打卡村”。
现 在 山 水 和 生 态 是 村 民 的“ 金 饭
碗”，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 10 万元。

今日中华大地，一幅生活和美、
社会和谐的画卷已徐徐展开。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和美生活有保障 美丽中国稳幸福
—— 从“社会更加和谐”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上海7月 16日电（记者
何欣荣 王默玲）16 日，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交易中心设
在上海。全国碳市场首日成交均价
51.23 元/吨，成交量 410.40 万吨，成
交额逾 2.1 亿元。

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
重大制度创新。政府通过相应机制

发放给企业碳排放配额，一旦企业
的实际排放超过其拥有的配额，为
了完成履约，企业就需要在碳交易
市场购买其他市场主体的配额。

来自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统
计显示，全国碳市场开盘价 48 元/
吨，最高价 52.80 元/吨，最低价 48.00
元/吨。首日成交量 410.40 万吨，成
交额逾 2.1 亿元，成交均价 51.23 元/
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华能集

团、华电集团、申能集团等企业参与
了全国碳市场首日交易。

发电行业是首个纳入全国碳市
场的行业，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超
过 2000 家。根据生态环境部测算，
首批纳入企业的碳排放量超过 40 亿
吨二氧化碳，这意味着中国碳市场
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
模最大的市场，将成为全球气候行
动的重要一步。

“从首日交易情况看，全国碳市
场整体成交较为活跃。”来自华电集
团碳资产运营公司的交易员张壮
说，随着碳定价机制的不断完善，我
国碳市场有望成长为年交易额超过
千亿元人民币的大市场，为全社会
的减碳行动提供价格信号以及资金
支持。

目前，生态环境部门已连续多
年组织开展了全国发电、石化、化
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
高排放行业的数据核算、报送和核
查工作。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康运
行以后，将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
行业范围。

成交额2.1亿元！全国碳市场上线首日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