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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认真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俄罗斯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接上期）当前，中俄都处在民族复

兴的重要时期，两国关系已进入互相提

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

伴的新阶段。对发展新形势下的中俄

关系，我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下

功夫。

第一，坚定不移发展面向未来的关

系。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是两国

人民共同心愿。我们双方要登高望远，

统筹谋划两国关系发展。普京总统讲

过：“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

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成功的俄罗斯。”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们两国共同

发展，将给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将为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

供正能量。我们两国要永做好邻居、好

朋友、好伙伴，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对

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坚定支持对方发

展复兴，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办好自己的

事情。

第二，坚定不移发展合作共赢的关

系。中俄国情不同、条件各异，彼此密

切合作、取长补短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

二的效果。去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82

亿美元，人员交流达到330万人次，这些

数字充分反映出中俄关系的巨大发展

潜力和广阔发展前景。中俄两国的能

源合作不断深化。继17世纪的“万里茶

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

新的“世纪动脉”。当前，我们两国正积

极推动各自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相互

对接，不断创造出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

作增长点。我们要推动两国合作从能

源资源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

金融等领域拓展，从商品进出口向联合

研发、联合生产转变，不断提高两国务

实合作层次和水平。

第三，坚定不移发展两国人民友好

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深

厚友谊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

这里，我想讲几个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和

帮助的事例。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

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

作战，他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

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

遭受的灾难。”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

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

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

纪。2004年俄罗斯发生别斯兰人质事

件后，中国邀请部分受伤儿童赴华接受

康复治疗，这些孩子在中国受到精心照

料，俄方带队医生阿兰表示：“你们的医

生给孩子们这么大的帮助，我们的孩子

会永远记住你们的。”2008年中国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俄罗斯在第一时间向

中国伸出援手，并邀请灾区孩子到俄罗

斯远东等地疗养。3年前，我在符拉迪

沃斯托克“海洋”全俄儿童中心，亲眼目

睹了俄罗斯老师给予中国儿童的悉心

照料和温馨关怀。中国孩子亲身体会

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友爱和善良，这应验

了大爱无疆这句中国人常说的话。这

样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滋润着两国人

民友谊之树枝繁叶茂。

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

烂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

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子、老

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俄罗斯人民所

熟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

文化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

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我年轻时就

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

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

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

学的魅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

厚基础。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世界的未

来，也是中俄友好事业的未来。这次访

俄期间，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两国

将于2014年和2015年互办中俄青年友

好交流年。中方还将邀请包括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在内的俄罗斯大学

生代表团访华。在座各位同学是俄罗

斯青年一代的精英。我期待着越来越

多的中俄青年接过中俄友谊的接力棒，

积极投身两国人民友好事业。

老师们、同学们！

俄罗斯有句谚语：“大船必能远

航。”中国有句古诗：“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我相信，在两国政府

和人民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能够

继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更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谢谢大家。

（据《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海南省考察工

作结束时讲话的一部分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建设国

际旅游岛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

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必

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900多年前，苏

东坡被贬海南儋州时，就写下不少描绘

海南风景的诗句，如“云散月明谁点缀，

天容海色本澄清”、“飞泉泻万仞，舞鹤

双低昂”、“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

等等。保护海南生态环境，不仅是海南

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国家的需

要。十三亿中国人应该有环境优美、适

宜度假的地方。海南的同志在保护生

态环境方面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综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

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

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

金钱不能替代的。你挣到了钱，但空

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

言！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

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强调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中央要求

把海南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是希望你们闯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新路，为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当个

表率。大家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提

出更高要求，采取更有力的举措，加快

建设美丽海南。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

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

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

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

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提高

资源利用水平，加快构建绿色生产体

系，大力增强全社会节约意识、环保意

识、生态意识。海南作为一个正在发展

中的地区，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

展的关系，既牢牢把握生态立省这个前

提，又牢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始

终做到保护和发展并举。要坚持标本

兼治、常抓不懈，从影响群众生活最突

出的事情做起，既下大气力解决当前突

出问题，又探索建立长久管用、能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改善环境质

量，保护人民健康，让城乡环境更宜居、

人民生活更美好。

要着力在“增绿”和“护蓝”上下功

夫。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柱。老

百姓讲，在海南大地上插根扁担都能发

芽。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突出抓好

“绿化宝岛”工程，巩固和扩大天然林、

海防林和其他公益林的建设成果。海

洋是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

空间。要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综

合施策，突出做好海洋污染防控、红树

林等典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水土流失治理等工作，努力使海南的青

山更绿、海水更蓝、沙滩更美、空气更清

新，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

色银行”。

（据《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