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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马11月16日电（记者 韩墨 杨依军） 当地
时间11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
登举行会晤。

习近平指出，过去4年，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
但也开展了对话和合作，总体实现了稳定。我们指导双方
团队通过磋商确定了中美关系的一些指导原则，共同推动
两国对话和合作重回正轨，恢复和新建了 20 多个沟通机

制，在外交、安全、经贸、财政、金融、军队、禁毒、执法、农业、
气候变化、人文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

过去4年的经验值得总结、启示需要记取，我认为至少
有以下几条。

一是要有正确的战略认知。“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
的宿命，“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
取，更不会得逞。 （下转第8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举行会晤

新华社利马11月16日电 （记者 倪四义
姜岩）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
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会议
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
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亚太发展》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抵达会场时，受到博鲁阿尔特总统热
情迎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几十年来，亚太经合
组织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
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
长引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合
作也面临地缘政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等
挑战。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亚太各国要团结协

作，勇于担当，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努力开
创亚太发展新时代。

习近平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坚持

多边主义和开放型经济大方向，坚定维护以世界
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着力推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通畅。今天，我们将通过亚太自贸区建设新的指
导文件，相信将为推动亚太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
新动力。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主动对接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愿同有关
各方探索商谈数字和绿色领域贸易协定，持续扩
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是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要抓
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在人工智
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加强交流合
作，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创新生态，推
动亚太地区实现生产力跃升。坚持生态优先、节
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
转型发展，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国正
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同各方绿色创
新合作，将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
愿同各方共同促进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
流动，为亚太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三是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要加
强经济技术合作，加大对发展中经济体和弱势

群体的支持，共同做大并分好经济发展“蛋糕”，
让更多经济体、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中方
将在亚太经合组织推进提高居民收入、促进中
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等倡议，助力亚太经济普惠
包容发展。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2026 年
东道主，期待同各方一道深化亚太合作，造福亚
太人民。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
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就构建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建设美
丽中国等各领域作出系统布局。中国发展将为

亚太和世界发展提供更多新机遇。中方欢迎各
方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为实现和平发展、互
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努力。

会议由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主持，主题为
“赋能、包容、增长”。

会议发表《2024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马
丘比丘宣言》《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新展望
的声明》和《关于推动向正规和全球经济转型的
利马路线图》三个成果文件。

15 日晚，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
责任 共促亚太发展》的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合影。

■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会议中心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亚太发展》的重要讲话。

■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 （记者 赵宗锋 杨光） 11 月
16 日晚，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珠海市驾车冲撞行人
案件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
书记林武来聊调研指示要求，研究审议有
关工作事项。

市委书记李长萍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珠海市驾车冲撞行
人案件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
引以为戒、警钟长鸣，持续开展风险隐患大排
查，整合调解资源，统筹化解力量，用好“一站
式”矛调中心，发挥联动效应，全力做好风险
源头防控。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
属事、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学校、医院、大型商
场、体育公园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管
理，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
线，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聊城。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
省委书记林武来聊调研指示要求，结合工作
实际抓好落实。要全面抓好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强化责任担当，找准问题症结，敢
于动真碰硬，以问题整改提升治理效能。要
坚定信心决心，全力攻坚冲刺，进一步抓好
经济运行，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动工业提
档升级，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消费扩容
提质，做好外贸外资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年
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下大气力办
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实事，切实
守牢发展底线，努力给广大群众带来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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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1月15日，《学习时报》第4
版刊发市委书记李长萍署名文章《聊城：
文脉传千载 水脉写春秋》，现予以全文
转载。

九曲黄河蜿蜒奔流，在聊城与京杭
大运河碰撞、交汇。这两条举世闻名的
河流，一横一纵、一刚一柔，不仅创造了
聊城的昔日辉煌和今朝美景，也塑造了
这座城市的大河气魄。

作为现今黄河与大运河唯一实质性
交汇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等重大战略在聊城叠
加。我们着眼国家和山东所需，立足聊
城所能，明确提出打造山东服务融入新
发展格局的西部“战略支点”、山东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两河明珠”城市两个
定位，以两条大河赋予我们的豪迈气魄，
全力推动“江北水城”迈入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的“黄河+大运河时代”。

文脉绵延，如大河般悠长、深沉

聊城有 5000 多年的历史，2500 多年
的建城史。早在远古时期，地处黄河下
游的聊城境域，就是东夷族群活动的主
要地区，而后，逐渐融入华夏部落，东夷
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交融。

时光流转，岁月留痕；千年古城，珠
璧交辉。《水浒传》《老残游记》《聊斋志
异》《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
等中外著作中都有关于聊城的描述，武
松景阳冈打虎、老残海源阁借书等典故
广为流传。这里有历经沧桑依旧铁骨铮
铮、威严矗立的宋代铁塔，有屹立650年
依然神光溢彩、巍峨雄奇的明代建筑光
岳楼，也有见证运河繁华、商船云集，令
人叹为观止的清代古建筑群山陕会馆。
400多处文物古迹遍布聊城各处，12项国
家级、65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
的生机，雕刻葫芦、木版年画、剪纸艺术、
麦秸画等传统技艺绽放绚丽光彩。阿胶
等中医药在聊城传承千年，《本草纲目》
对此有专门记载。

文脉传千载，水脉写春秋。我们深
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
义、鲜明特质、实践要求，锚定文化强市
目标，把文脉、水脉、人脉、红色血脉变作
生产力，扩圈引流，成功举办新青年音乐
节、环东昌湖半程马拉松赛、江北水城龙
舟公开赛、“我家门前有条河”和“沿着黄
河遇见海”等系列文体旅活动，精心打造
阿胶、灵芝、桑黄“聊城新三宝”，推进中
医药文化传承振兴，用“一缕药香”呵护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聊城也因此仿佛
在“逆龄生长”，围炉煮茶、咖啡馆、酒吧、

汉服旅拍等新业态为古运河添上年轻朝
气，海源阁古籍数字工程让人“云端”纵
阅古今，米市街等老胡同敞开怀抱迎接
新友故交。为更好延续文脉生命力，我
们坚决扛起赓续文脉的时代担当，通过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和拓展文
脉如大河般悠长、深沉的意境和内涵，使
其更加绵延厚重、生生不息。

民风昂扬，如大河般奔腾、澎湃

聊城钟灵毓秀，名士辈出。仁爱忠
信的齐鲁文化和慷慨悲歌的燕赵遗风在
这里碰撞，代表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与
代表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这里融合，
塑造出聊城人民崇礼尚义的精神特质，
更是将对这种特质的尊重和追求转变为
锐意进取、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和行
动力。

这里世代传颂着鲁仲连射书救聊、
鲁义姑义举退敌等动人故事。司马迁在

《史记》中盛赞：“鲁连达士，高才远致。
释难解纷，辞禄肆志。”关汉卿在元杂剧

《蝴蝶梦》有云：“我若学嫉妒的桑新妇，
不羞见那鲁义姑。”近代以来，这里诞生
了“义学正”武训、抗日名将张自忠等仁
人志士，也走出了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
森、全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白云、齐鲁时代
楷模杜立芝等模范人物。

这里既有指引奋进力量的座座“灯
塔”，也有属于每个聊城人的点点“烛
火”，全市115万注册志愿者、1万余个志
愿者服务组织宛如缕缕微光汇聚成耀眼
光芒，彰显着聊城人的大爱无疆。昂扬
的民风如同大河般奔腾、澎湃，滋养着每
一位聊城人不断向上、向善。我们充分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大力倡树美德健康新生活，打造“两河喜
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两河思政”
品牌，依靠人民群众建设道德高地。我
们以好作风引领好民风，大力倡树“提标
提速提能力、敢闯敢干敢争先”的工作作
风，全面锻强干部执行力，全市上下铆足

“撸起袖子、甩开膀子”的干劲、“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韧劲、“逢山开路、遇水
搭桥”的闯劲，以昂扬向上的大河气魄在
全国、全省大局中积极作为、彰显担当。

城市蝶变，如大河般秀美、壮阔

聊城因水而生、因湖而美，“城在水
中坐，人在画中游”是这座城市的生动写
照。市区有中国北方最大、面积6.3平方
公里的城市湖泊——东昌湖，环抱着面
积1平方公里的宋代古城，形成了“城中
有水、水中有城，城水一体、交相辉映”的
独特风貌。

（下转第8版）

聊城：文脉传千载 水脉写春秋
■ 李长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