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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领新时代大国关系树立全球典范 

华夏早报

中俄方案擘画未来赋能世界共同繁荣发展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6 月 5 日至 7 日，习近平
主席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
坛。在不到 3 天时间里，习近
平主席辗转莫斯科、圣彼得堡
两地，出席近 20 场活动，政
经文相济，双多边兼顾，叙友
谊、聚共识、促合作，取得丰
硕成果。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
统深入规划两国全方位合作，
引领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在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精辟阐
述可持续发展主张，推动国际
合作踏上新征程。接受记者采
访的俄罗斯各界人士认为，习
近平主席此访为大国关系确立
稳定性，为全球发展注入新活
力，为国际社会增添正能量。
(6 月 9 日《人民日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
斯之行，不仅中俄两国人民热
切关注，而且国际社会高度聚
焦，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
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
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
明》等一系列重大成果，不仅
将有力推动中俄两国合作关系
迈上新高度，更好地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而且为引领新时
代大国关系树立全球典范，对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
　　中俄关系提质升级树立大
国关系世界样板。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俄建
交 70 周年。正如习近平主席
在中俄建交 70 周年纪念大会
重要讲话中指出，“经过 70
年风云变幻的考验，中俄关系
愈加成熟、稳定、坚韧，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历史
机遇。”中俄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

面对世界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
考验，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
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不
断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个层面的交流、交往与合作，
成为“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
散的真伙伴”，显示出两国领
导人的外交智慧，符合两国的
广泛利益，顺应了两国人民的
共同诉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签署联合声明赋予双边关系新
的定位和内涵，不仅开启两国
关系更高水平、更大发展新时
代，而且进一步树立起大国交
往的世界典范。
　　中俄方案擘画未来赋能世
界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亲切地称普京为“交
往最密切的外国同事和最好的
知心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
称中国是“俄最重要的战略伙
伴，俄与任何国家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广度和宽度”。70 年

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俄关系发
展历程以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
俄取得的丰硕成果都清楚地表
明，中俄关系的密切与知心、
广度与深度，不仅体现在双边
立场与利益方面，而且表现为
两国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共
同的责任担当。面对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极限施压、零和博
弈等违背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
逆流有所抬头的国际形势，关
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
“中俄方案”的签署，主张用
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
和平、谋发展，为国际问题的
公正合理解决指明了正确方
向、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有
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势必有力提振全球发展信心。
　　中俄合作引领共建命运共
同体迈向新时代。近年来，中
国为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方案、贡献智慧、做出表

率，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
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访俄期
间重申中国主张，强调双方深
化战略协作不仅是为了维护中
俄两国的利益，更是为了捍卫
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道义，
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
中俄两国发出在战略安全领
域共同应对挑战、在地区安全
热点问题上加强战略协作、推
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
化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守望
相助、深度合作，共同坚守在
国际事务中所秉承的原则，共
同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中俄合作开启新时
代，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压
舱石”地位势必愈加凸显，为
助推共建地区命运共同体和全
球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引领作
用、注入更强动能、做出更大
贡献。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
议 10 日在维也纳召开。中国
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张建华
率团出席会议，并在国际原子
能机构 2018 年年度报告审议
中宣介中国核能发展政策主
张。
　　张建华重点介绍了过去一
年来中国在促进和平利用核
能、加强核安全和核安保以及
推进技术合作等方面开展的工
作和取得的成绩。他表示，中
国始终秉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愿与
机构和各成员国共享核能发展
成果，共同打造核能发展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
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就国际原子能机构未来发
展，张建华建议，机构应根据
世界核能发展形势及成员国需
求积极调整工作重点，继续为
成员国提供有力支持，促进核

能安全、高效发展；应继续推
进核安全标准与核安保导则制
订，加强同行评审服务，协助
成员国开展能力建设，努力构
建高水平的全球核安全与核安
保体系；机构和成员国应当在
“平等协作、合作共赢、开放
共享”的原则下，顺应经济全
球化的潮流，促进交流与合作。
　　张建华还强调，中方始终
认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意义
重大、不可替代，高度评价伊
朗严格执行全面协议并得到国
际原子能机构多次确认。中方
坚定支持稳步、全面落实全面
协议，坚定履行自身承诺和义
务，同时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会议期间，张建华会见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
弥，并共同见证相关合作文件
的签署。

中国官员宣介中国核能发展
政策主张 

　　面对高温、暴雨、洪涝等
极端天气，全国安全生产会受
到哪些影响？相关部门做了哪
些具体工作部署？在 13 日举
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应急管
理部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司司长
苏洁表示，将采取多种措施进
行应对。
　　“每年汛期和夏天高温季
节都是安全生产事故，特别是
重特大事故易发多发的重要时
段之一。”苏洁认为，根据初
步研判，今年我国气候状况总
体偏差，降水南多北少，特别

是黄河上中游等
一些局部地区将
有暴雨发生。为
此，国务院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和应急管理部
将从多方面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一是建立了
与气象、水利、

国土、海洋等部门的会商研判
制度，加强应急联动、信息共
享，密切跟踪暴雨、台风等重
大气象灾害信息，及时发布灾
害预警信息，督促各地做好应
急准备和防范工作。
　　二是会同住建部门开展汛
期安全专项督查检查，督促各
地加强对容易引发事故的重点
部位、重点环节的隐患排查治
理，特别是在台风、强降雨等
极端天气下，督促各地和企业
落实停产停工措施。
　　三是应急管理部目前每月

都要组织对危化品、煤矿、非
煤矿山、消防、尾矿库等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治理排
查工作，包括对汛期和高温季
节的预防措施进行明查暗访，
将各地落实汛期和高温季节安
全防范措施作为重点检查内
容，对发现的问题隐患严格处
理。
　　四是要求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和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队伍在汛期全面进入战备状
态，及时补充排水、发电、清
障等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物
资，遇有突发事件，要做到响
应迅速、处置有力，最大限度
减少事故伤亡。
　　五是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
“安全生产月”活动，指导并
督促各地加大汛期安全知识宣
传，认真吸取汛期典型事故教
训，组织开展相关应急演练，
提高全社会安全风险识别和群
众自救能力。

多措并举应对汛期和高温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