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孙海英不慎

将毕业于青岛大学

护理学学科专业的

硕士学位证书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

11065320241212

95，声明作废。

▲孙海英不慎

将毕业于潍坊医学

院护理学专业的学

士学位证书丢失，

证 书 编 号 ：

10438420129003

11，声明作废。

▲孙海英不慎

将毕业于山东大学

高等教育的护理学

专业的毕业证书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

66370401109001

143，声明作废。

▲孙海英不慎

将毕业于潍坊医学

院护理学专业的毕

业证书丢失，证书

编 号 ：

65370401109001

135，声明作废。

▲孙海英不慎

将毕业于青岛大学

医学院附属医院英

语护理专业的毕业

证丢失，证号：鲁

教普专证校字第

20020045 号，声

明作废。

▲滕州市圣杰

幼儿园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正

本）丢失，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70481MJE238

232R，声明作废。

▲枣庄市市中

区青年企业家商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1370402MJE229

221T） 不慎将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正、副本和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枣庄市澳美口

腔医学研究所经理

事会研究决议解

散，并成立清算

组,请该民办非企

业单位享有债权的

人于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45 日内申报

债权，逾期则视为

弃权。

联 系 人 ：

吴德磊

联 系 电 话 ：

18563984889

地址：枣庄市

市 中 区 解 放 路

209-10号

枣庄市澳美口腔

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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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万州，长江水流湍急。风景秀丽
的西山公园内，坐落着一处静谧墓园。苍松翠
柏掩映下，汉白玉墓碑上，雕刻着展翅欲飞的
白色和平鸽，还有一架战机直上云霄。

墓碑正反两面分别用中文和俄文镌刻着
“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
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
里申科之墓”。墓碑前，立有库里申科的半身
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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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访俄期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
系学院演讲时深情讲述库里申科的故事。

如今，在库里申科的墓碑周围，中国守墓
人种下的香樟树已亭亭如盖。

“这是一份责任”

在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库里申科与
队友率两支“达莎”重型轰炸机大队抵达成
都。当年为库里申科当过翻译的刘群曾经撰文
回忆，这位“天兵天将”有着质朴的面孔、坚
实的体格，“瞳仁的颜色和中国人的差不多，
眉毛重重的，高高的个子”，有些像“山东大

汉”。
除了对日军进行空中打击，库里申科还肩

负起培训中国飞行员的重要任务。刘群说，起
飞前，库里申科会为每一名中国飞行员讲清当
天的飞行课目、操纵方法等，要看着飞行员坐
到驾驶舱里、脚踏到刹车，自己才坐到前舱，
落地后还会仔细讲评，有时为了纠正偏差会连
续带飞三四次。“在青年飞行员的面前，我从
来没看到他有丝毫不耐心，或怕麻烦的神
情。”刘群写道。

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援华航空
志愿队轰炸机大队突袭日军汉口机场，重创日
军，在返航途中遭敌方拦截，库里申科胸部和
左肩中弹负伤，所驾轰炸机一侧发动机被击
中。为保护战机和地面民众，库里申科毅然放
弃跳伞，选择在万县陈家坝地区长江江面迫
降。两名战友游上了岸，负伤的库里申科却被
江水卷走，壮烈牺牲。

得知库里申科不幸遇难的消息，万县群众
自发沿江寻找，20 天后终于在距失事地点 20
多里的地方找到他的遗体。当地群众按照中国
习俗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和葬礼。

1958年，万县人民政府为库里申科修建了
烈士墓园，并举行隆重的迁葬仪式。此后，谭
忠惠、魏映祥母子接力为库里申科守墓，迄今
已超过一个甲子。“这是一份责任，是感恩的
心，也是作为中国人的良知。”魏映祥告诉记
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长眠于异国他乡的烈

士不孤单，让英雄事迹和友谊故事世代流传。

中国“和平勋章”是“我最看重的荣誉”

“库里申科大队长这样的故事我听了很
多。中国人民对长眠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烈士
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情。”苏联元帅瓦西里·崔
可夫的外孙尼古拉·崔可夫对记者感慨道。他
说，苏联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也有
力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缔结的友谊“是双方共同的财富”。

瓦西里·崔可夫元帅与中国有很深的渊
源，他曾学习中文，4次来华，对中国国情也
有较多了解。1940 年底至 1942 年 3 月，他担
任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曾直接参与制定对日
作战计划，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
军的高级将领有密切接触。

在二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不屈不
挠、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消灭并牵制了日本
侵略者大量兵力，以伤亡 3500 万人的巨大民
族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现年65岁的尼古拉，从小在外祖父那里听
到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多年来，他一直致力
于俄中友好事业，现任俄中友协副主席。在他
心中，有一枚勋章意义重大。2015年5月，习
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会见了俄罗斯老战
士代表，并颁发了纪念奖章。尼古拉也在其

中。
“这枚‘和平勋章’是我最看重的荣誉，

因为它是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给我的。”尼古
拉说，“我感到自豪！ 这枚勋章激励着我更
努力地工作。”

“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了深
厚友谊，奠定了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的坚实基础。”在那场会见中，习近平主席的
这番话让尼古拉印象尤为深刻。“这也正是俄
中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的重要原因。”尼古拉
说。

2015年9月，尼古拉应邀来华，出席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大会。“那场盛大的阅兵仪式令人震撼！”
尼古拉说，中国的强大国力和发展速度给他留
下深刻印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
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非常难忘！”尼古拉说，这是中国向世界传
递的坚守正义、珍爱和平、团结合作的声音。

回望历史，传承友谊

10年前，在出席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
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前夕，习近
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中
俄两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
民永远不会忘记，世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昔日同仇敌
忾、抗击侵略的地方，中俄并肩奋战的感人故
事打动着和平年代的人们。每逢清明，在南
京、武汉、重庆、长春等地的纪念凭吊处，一
束束鲜花寄托着中国民众的缅怀之情。在南京
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英烈碑上，镌刻着200多
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的名字。今年清明节，
在纪念馆留言簿上，一名南京小学生用稚嫩笔
迹写下“我长大也要当飞行员”，一位89岁的
老人则写下心愿——“天下和平”。

5月的莫斯科，鲜花团簇。“谢谢！”街道
上张贴起致敬老战士的标语。今年是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对俄罗斯援华志愿飞行
员后代协会主席娜塔莉亚·赫留金娜来说，即
将到来的5月9日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她的父亲季莫非·赫留金曾任援华苏联空
军志愿队轰炸机部队指挥官，驾驶战机在南
京、武汉等地上空与日军鏖战，回国后又投身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战功赫赫。

赫留金娜说，父亲曾经说过中国地形复
杂，山脉、峡谷众多。在这样的条件下驾驶
轰炸机执行任务，对当时的苏联飞行员来说
是挑战，也是宝贵经验。“父亲回国后赴北方
地区作战时，在中国积累的经验派上了大用
场。”

“我们这一代人是听着‘中俄人民是永远
的兄弟’这样的歌声长大的，俄中人民在并肩
奋战中结下的友谊传承到今天，毫不褪色。”
赫留金娜说，在两国领导人密切互动和战略引
领下，俄中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近些年，赫留金娜一直致力于收集相关史
料。她走进中小学举办交流活动，还邀请中国
青少年与俄罗斯同龄人交流。“这些活动的意
义在于，让青少年了解先辈不屈的抗争历史，
了解俄中友谊的渊源，让友谊继续传承下
去。”赫留金娜说。

（新华社莫斯科/重庆5月5日电）

“永远不会忘记”
——中俄友谊故事世代流传

新华社记者 赵嫣 刘恺 张琴

有一种光辉，穿透历史的尘烟，永恒闪
耀；有一种记忆，如同文明的火种，永不熄
灭。

80 年前，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散
尽，正义最终战胜邪恶，人类在付出数千万生
命的惨痛代价后，终于开启了构建战后国际秩
序、追求持久和平的新征程。

80年沧海桑田。今天的我们，站在前人难
以想象的物质文明高度，科技的飞速发展连接
起天涯海角，全球化浪潮让“地球村”互联互
通。与此同时，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日益
动荡不安。当我们回望昨日的浩劫、思考胜利
的意义时，不能不警惕现实的回声：强权政治
的幽灵并未远去，单边主义的阴霾笼罩天空，
分裂对抗的寒流冲击世界……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再次考验人类的智慧与抉
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温
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是为了缅怀先烈的英勇
牺牲，铭记和平的来之不易，更是为了从历史
中汲取力量与智慧。我们该如何守护80年前用
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全
球性挑战？又该如何凝聚共识，壮大正义力
量，让昨日悲剧永不重演，共同创造人类命运
与共的光明未来？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
命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
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
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
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
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
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胜利的日子：鲜血铸就，永不磨灭

“24时整，我们走进了大厅，1945年5月
9日开始了。”苏联元帅朱可夫在自传《回忆与
思考》中这样记叙。20多分钟后，德军将领凯
特尔签署了投降书。而在东方战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湘西会战
正在展开。中国军队赢得了这场会战的胜利，
加速了日本投降进程。

3个多月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
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损失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那一刻，历史越过低点，奋力走向充满希望的
未来。

这是胜利的日子，更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的历史坐标。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约 20 亿人被卷入战
火，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 1 亿人，财产损失 4
万多亿美元。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野
蛮侵略，中国、苏联等50多个国家的人民联合

在一起，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
义统一战线，最终将正义的旗帜插遍世界。

这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
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是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
人民的共同荣耀。

世界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以气吞山河
的英雄气概和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自1931年“九一八”
事变日本法西斯点燃战火，中国就打响了反抗
侵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淞
沪会战的“血肉磨坊”，到台儿庄战役的扬眉
吐气，再到敌后战场的艰苦卓绝，十四年浴血
奋战，中国战场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之
二以上的总兵力，歼敌数量占日军二战期间伤
亡总数的70%，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其
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
无私援助：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
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不
远万里救死扶伤，德国商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
中竭力保护难民……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国
际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并肩战斗，共同谱写反
法西斯战争的壮丽史诗。

这是为国家生存、民族复兴而战，也是为
人类共同的正义事业而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
出的，中华民族的奋起抵抗，使中国“紧密地
与世界联成一体”，“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
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同样不可磨灭的，是苏联人民在欧洲主战
场的丰功伟绩。从莫斯科保卫战的寸土不让，
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惊天逆转，再到库尔斯克
会战的钢铁洪流，苏联军民以钢铁意志和巨大
牺牲，抵挡并最终摧毁了德军主力，为欧洲主
战场的战势转折和最终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
献。

中苏两国作为亚洲和欧洲两个主战场，在
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相互支持。苏
联空军志愿队曾翱翔在中国长空，与中国军民
并肩奋战，200多名勇士血洒疆场；中华民族
的热血儿女也曾投身苏联卫国战争洪流，毛泽
东同志的长子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坦克连指导员，转战千里，直至攻克柏林……
这份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深厚友谊，沉淀为两
国共同的历史记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法
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企图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
野心，彻底结束了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瓜分世
界的历史，彻底动摇了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
的殖民体系，更重要的是，催生了对构建新型
国际秩序的愿景，为人类走向持久和平奠定了
基础。

世界的新生：重构秩序，维护和平

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痛定思痛的人们已
开始擘画未来。“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
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联合国宪章》序
言中的重要宣示，正是对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
训的深刻反思，展现出人类对持久和平的深切
渴望。

诞生于二战余烬之上的联合国，是人类摆
脱“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和以西方为中心
的等级秩序的伟大尝试。从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维也纳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旧秩
序将世界划分为强权国家与被殖民、被压迫的
国家，而《联合国宪章》庄严确立的“主权平
等”原则，第一次从国际法的高度确认国家不
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由此奠定了战
后国际秩序的基石。

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各国主权平等、内
政不容干涉、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等重要原则深入人心。联合国及
其专门机构的建立，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平台，
为全球治理奠定了框架。在联合国宪章精神指
引下，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亚非拉
国家摆脱殖民枷锁，赢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
权。国际法开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权
益提供保障，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社会取代西
方排他性的所谓“文明国家”俱乐部，人类向
着持久和平迈出坚实且意义深远的一步。

“太阳与星辰罗列天空，大地涌起雄壮歌
声。人类同歌唱崇高希望，赞美新世界的诞
生。联合国家团结向前，义旗招展。为胜利自
由新世界携手并肩……”由美国诗人罗梅作
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联合国
歌》，成为激励人们开创新世界的赞歌。

1945 年6月26日上午10 时许，旧金山退
伍军人纪念堂，8名中国代表先后在《联合国
宪章》上庄重写下自己的名字。中国成为当时
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和主
要战胜国之一，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和
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
中国代表团为维护中小国家利益仗义执言，坚
决主张将“独立”作为托管制度的目标写入宪
章，顶住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彰显了捍卫
国际公平正义的决心。

战后国际秩序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成果，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极大限制了武力扩张行为，推动了全球范围内
的和平与发展，其历史进步意义彪炳史册。80
年来，联合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成为当今世
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
组织，承载着全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时代的回响：捍卫正义，共筑未来

80年来，世界保持了总体和平，没有爆发

新的世界大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力量格局
加速重构；经济全球化浪潮澎湃，跨国交流合
作日益频繁，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
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重塑着人类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及国家间互
动方式……和平红利孕育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涌
动，“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甚嚣尘上；个别
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拼凑排他性小圈
子，挑动“新冷战”和阵营对抗；个别国家罔
顾国际规则，大搞经济贸易霸凌，挥舞“关税
大棒”，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这些
霸权霸道行径，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公然挑战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侵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基。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伊
恩·戈尔丁感叹：“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的亚
洲阶段，而大西洋地区正在倒退。”巴基斯坦

《论坛快报》刊文说：“作为二战以来自由经济
秩序的缔造者，有的国家如今却似乎一心要摧
毁这种秩序。”这些国家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和
对国际事务的蛮横态度更让土耳其前总理艾哈
迈德·达武特奥卢直言，“强权即公理”沉渣
泛起，一些国家在 21 世纪搬出了“19 世纪的
世界观”。

一边，是“未来已来”的欢呼，另一边，
是“历史在掉头”的哀叹。面对合作与对抗、
进步与反动的历史较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不由感叹：“和平正四面受敌。”

世界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是坚
定倡导多边主义，还是允许单边主义肆意蔓
延？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还是放任强权政
治为所欲为？是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还是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
剂。”二战的血火淬炼出深刻的现实启示：

——和平是需要代代守护的文明底线。纳
粹铁蹄下的生灵涂炭、南京大屠杀中的文明震
颤，无不警示着人类：战争是文明的爆破机，
和平是发展的总阀门。

——团结是人类文明存续的重要依托。当
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试图撕裂世界之时，26
国联合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以求同存异的远
见卓识证明：意识形态的藩篱可以打破，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纽带始终都在。

——历史潮流不可逆，也不可违。殖民体
系的瓦解、冷战格局的终结、新兴力量的崛
起，昭示着强权逻辑终将被多极共生的浪潮吞
没，历史正义的车轮终将碾压一切挡路者的倒
行逆施。

——规则不是强者操弄的玩具，应是维护
公平正义的盾牌。《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主权
平等原则、战后审判确立的反侵略法理，皆在

重申：国际秩序若沦为“强权即公理”的角斗
场，人类将陷入一个接一个的陷阱。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
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
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
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
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
题。”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话，表达了世界各国
人民向往和平、热爱和平、捍卫和平的共同心
声。

作为二战的胜利者、战后秩序的创建者和
维护者，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
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从推动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到提出并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倡导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到为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
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以实际行
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
平与发展注入强大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中国是维护世界和
平与稳定的中坚力量。联合国副秘书长汤姆·
弗莱彻认为，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主张全球团
结，强调世界需要合作而非对抗，这些倡议和
理念极其重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
文指出，在全世界看来，中国如今已成为国际
秩序中一股致力于维护稳定的积极力量。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中俄作为二战并肩
奋战的盟友，今天继续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
定，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
边框架内密切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
济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
起，觉醒的“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在全
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维护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力量空前强盛。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说：“开展纪念
日活动，如同点燃一支火炬。”光明每前进一
分，黑暗便后退一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的意义，就在于照亮未来，宣示人
类捍卫持久和平的坚定信念。

1945年4月，得知盟军攻入德国，布痕瓦
尔德集中营内的战俘和反战者拿出暗藏的武
器，发动起义。控制集中营后，他们在大铁门
上贴上标语：“永不重演。”

“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言犹在耳。站在新
的十字路口，人类需要的不是新冷战的嘈音，
而是合作航船的汽笛；不是文明优越的傲慢，
而是美美与共的气派；不是丛林法则的沉渣泛
起，而是命运与共的彼此成就。唯此，方能让
历史的悲剧永不重演，让持久和平与永续发展
的愿景成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新华社记者

“中俄关系开创大国相处之道的新型范
例，有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促进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永全日前在
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李永全说，中俄构建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为大国开展深度合作提供了新思

路，成为动荡变革世界中的重要稳定力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李

永全表示，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中俄两国人民
为这场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两
国人民分别在亚洲和欧洲主战场英勇顽强抗击
侵略者，共同赢得伟大胜利”。

李永全指出，作为当今世界重要大国和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国际秩序构建
方面拥有广泛共识。面对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两
国坚持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在
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深化协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更多平衡与公正，彰显两
个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责任与担当。

李永全表示，中俄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

待、合作共赢的原则，2024年双边贸易额创下
新高。他指出，个别国家近来频频挑起贸易
战，破坏多边规则，“这是对全球经济规则的
公然挑衅，是丛林法则的极端表现，世界大多
数国家都不认可”。他强调，真正可持续的国
际合作必须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这样才
能使各国共享发展红利。

李永全说，中俄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筑牢社会基础。两国以
中俄文化年等为契机，持续推进文旅、教育、
体育、青年、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为两国人
民友好传承注入新动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
好感，就是中俄关系的温度。”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中俄关系开创大国相处之道的新型范例”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永全

新华社记者 侯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