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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据福建日报

14日，省委书记周祖翼
在福州看望了全国人大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于伟国，和陈明义、
黄小晶、袁启彤、游德馨、梁
绮萍等正省级老同志，感谢
他们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的积极贡献，认真听取
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

挚问候和祝福。
每到一处，周祖翼都与

大家愉快交流，关切询问他
们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
真征求对省委工作的意见
建议，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
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
用情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受慰问的同志对福建
发展取得的成就感到鼓舞、
对福建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大家还围绕疫情防控、数字
福建建设、科技创新、生态
环保等方面提出积极建议。

周祖翼说，老干部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新时代
十年福建改革发展各项事业
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的结果，是一任接着一任干
出来的，是全省人民团结奋
斗的结果，这其中饱含着老

领导们的心血和汗水。
周祖翼表示，到福建工

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福建是习近平总书
记曾工作 17 年半的地方，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
地和实践地。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
闽考察，亲自擘画了新福建
宏伟蓝图，为福建发展提供

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同心同德、团结奋斗，
全力以赴、竭尽所能，推动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福建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希望老
领导们一如既往地关心福
建、支持福建，弘扬党的优
良传统，继续发光发热，多
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做实
做好各项工作。

老领导们表示，坚决拥
护党中央关于福建省委主
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
定，真诚欢迎周祖翼同志来
福建工作，全力支持省委工
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省委班子团结带领全省
人民，求真务实、苦干实干，
福建各项事业发展一定能
够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共同做实做好福建的工作
周祖翼在榕看望慰问于伟国和正省级老同志

习近平强调，中美是两
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
道路不同的大国，过去和现
在有差异和分歧，今后也还
会有，但这不应成为中美关
系发展的障碍。任何时候世
界都有竞争，但竞争应该是
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
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
活。中国有自强不息的光荣
传统，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

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
情。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

“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
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
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
损人不利己。我们反对把经
贸科技交流政治化、武器
化。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
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
更多了。中美不冲突、不对
抗、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最基

本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经
济深度融合，面临新的发展
任务，需要从对方发展中获
益，这也是共同利益。全球
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
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也离
不开中美协调合作，这还是
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
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为
双方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
定的关系。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强调中美双方要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印度尼西亚巴
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应邀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
题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

两国元首同意，双方
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
开展经常性磋商。同意两
国财金团队就宏观经济政
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话
协调。同意共同努力推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
会取得成功。双方就开展
两国公共卫生、农业和粮
食安全对话合作达成一
致。同意用好中美联合工
作组，推动解决更多具体
问题。同意中美人文交流

十分重要，鼓励扩大两国
各领域人员交往。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
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关
切当前乌克兰局势。危机
爆发后，我就提出了“四个
应该”，前不久我又提出

“四个共同”。面对乌克兰
危机这样的全球性、复合
性危机，有这么几条值得
认真思考：一是冲突战争
没有赢家；二是复杂问题
没有简单解决办法；三是

大国对抗必须避免。中方
始终站在和平的一边，将
继续劝和促谈，支持并期
待俄乌双方恢复和谈，同
时希望美国、北约、欧盟同
俄罗斯开展全面对话。

两国元首都认为，会
晤是深入坦诚和建设性的，
责成两国工作团队及时跟
进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
重要共识，采取切实行动，
推动中美关系重返稳定发
展轨道。两国元首同意继
续保持经常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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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
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
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
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双
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
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
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
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
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
及世界。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
要情况和重要成果，指出，中
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
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保
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我
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把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出发点，坚定不移把改革开

放进行下去，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中国继续坚定奉
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
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倡
导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
深化和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
放发展、共赢发展，做全球发
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同各国
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世界正处
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各
国既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
战，也应该抓住前所未有的
机遇。我们应该从这个高度
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中美
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

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
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
非挑战。宽广的地球完全容
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
荣。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
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
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
和的交往基调。我高度重视
总统先生有关“四不一无意”
的表态。中国从来不寻求改
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
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
国。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
同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
向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
不能相撞。遵守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
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
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

习近平系统阐述了台湾
问题由来以及中方原则立
场。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
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
逾越的红线。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

的内政。维护祖国统一和领
土完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共同心愿。任何人想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都
违背中国的民族大义，中国
人民都绝不会答应！我们希
望看到并始终致力于保持台
海的和平稳定，但“台独”同

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希
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
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总统先生多次讲过不支
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
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遏制中
国的工具。希望美方将总统
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

拜登表示，我同习近平
主席相识多年，保持着经
常性沟通，但无论如何也
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会晤。
祝贺你再次连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美中作为两个大
国，有责任保持建设性关
系。美方致力于保持两国
元首以及政府各层级沟通
渠道畅通，就双方存在分
歧的问题开展坦诚对话，
为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
全等重要全球性挑战加强
必要合作，发挥关键作
用。这对美中两国和两国

人民至关重要，对整个世
界也十分重要。我愿重
申，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
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
益。美国尊重中国的体
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
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
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
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
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
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
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

拜登表示，美中关系

如何发展，对未来世界走
向至关重要。美中双方有
共同责任向世界展示，美
中能够管控分歧，避免和
防止由于误解误判或激烈
竞争演变成对抗甚至冲
突。美方认同应确立指导
美中关系的原则，可由双
方团队在已有的共识基础
上继续谈下去，争取尽早
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不寻求利
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
中国，希望看到台海和平
稳定。

习近平：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反对把经贸科技交流政治化、武器化

拜登：不寻求“新冷战”，不支持“台湾独立”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

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