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国内国际
2025年5月10日 星期六 编辑 陈庆松 张健电话：（0431）88600606

本报通讯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邮编130015 社办公室88600010 编务办公室88600333 夜班编辑室88600578 广告主任室88600727 88600700 广告部88600007 88600008 今日4版
吉林日报发行处咨询电话 88601818 广告许可证号（95）128号 吉林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零售1.00元

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5月9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互

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瑞典是第一批同新中国建

交的欧洲国家之一。建交75年来，中瑞关系

总体保持平稳，两国经贸、科技、教育、人文等

合作不断拓展，取得积极成果。我高度重视

中瑞关系发展，愿同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国

王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

引领两国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

人员往来，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为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和平繁荣作

出更大贡献。

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表示，值此瑞中建

交75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瑞中两国的密切

合作持续深化，期待瑞中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就中瑞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刘杨 成欣）应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5

月7日至10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

莫斯科举行的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

年庆典。外交部发言人林剑9日表示，访问期

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了深入友好、富

有成果的会谈，就中俄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习近平主

席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

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我们注意

到，这是习近平主席第11次来到俄罗斯，俄罗

斯是他作为国家主席到访最多的国家。中俄

元首一直保持密切沟通，迄已会晤40余次，引

领新时代中俄关系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坚毅

前行。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有关情况？

林剑说，5月7日开始，习近平主席对俄罗

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

争胜利80周年庆典。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

同普京总统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

谈，就中俄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两国元首共

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和

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共同见证中俄双方交换20多份双边合作文

本，为中俄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林剑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

搬不走的好邻居，患难与共的真朋友，相互成就

的好伙伴。中俄关系具有清晰历史逻辑、强大

内生动力、深厚文明底蕴，不针对第三方，也不

受制于任何第三方。双方已经成功探索出一条

相邻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打造了以永久睦邻

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为内核的新

时代中俄战略协作精神。两国要坚持世代友

好，深化政治互信，密切战略协作；要坚持互利

共赢，继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要坚持公平正

义，坚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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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和衷共济，坚

守真正的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

林剑表示，习近平主席强调，今年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面对国际上的单边主

义逆流和强权霸凌行径，中方将同俄方一道，

肩负起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的特殊责任，挺膺担当，共同弘扬正确二

战史观，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捍卫二

战胜利成果，坚决捍卫中俄两国及广大发展中

国家权益，携手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林剑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发表了关于全

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重申中俄致力于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及其相关多边机

制在军控进程中发挥中心作用，强调核武器国

家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负有特殊责任，

呼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通过平等对话

和磋商解决关切，增进信任、避免误判。这体

现了中俄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

大国担当。

林剑说，双方还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合

作维护国际法权威的联合声明，重申两国遵守

《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法原

则，反对滥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强调国家

有权开展正常经贸合作，阐明双方在重要国际

法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向国际社会发出坚定维

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时代强音。

外交部：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

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

斯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

仗队方队参加纪念苏联伟大卫

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 摄

5月的莫斯科天高云阔，在这“梨
花开遍了天涯”的季节，国家主席习近
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庆
典。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
统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
谈，就中俄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许多新的重要
共识。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和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之际关于进一
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共同见证中俄
双方交换20多份双边合作文本，为中
俄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是患难
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
友。中俄关系具有清晰历史逻辑、强
大内生动力、深厚文明底蕴。双方已
经成功探索出一条相邻大国的正确
相处之道，打造了以永久睦邻友好、
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为内核
的新时代中俄战略协作精神。中俄
关系坚持元首战略引领，两国元首保
持密切沟通，10多年来在不同场合会
面已超过40次，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
展提供坚实战略保障，树立了新型大
国关系和相邻国家关系的典范。今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
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特殊
的时间节点，见证中俄关系发展新的
历史时刻。在两国元首把舵领航下，
中俄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
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

坚持世代友好，做百炼成钢的真
朋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
俄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援，用
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深厚情谊，成为中
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今天，中俄
坚持以相互尊重为根本，始终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坚定支持，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密
切战略协作，让双边关系持续焕发新活力，迈向更加成熟
和坚韧的明天。

坚持互利共赢，做彼此成就的好伙伴。在发展振兴
道路上同行，中俄务实合作纽带越系越牢。2024年两国
贸易额达2448亿美元，中国连续15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地位；俄罗斯天然气进入中国千家万户，中国
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经贸、能源、农业、航空航
天、人工智能等领域高质量互利合作不断拓展；人文交流
和地方交往越来越红火，教育、电影、旅游、体育等合作不
断加强，促进深层次民心相通……坚持合作大方向，继续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让合作“稳”的基础更坚实、“进”的
动能更充足，让中俄互利合作的“高速列车”浩荡前行，不
断夯实全面战略协作的基础，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全球
发展注入更强劲动能。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持续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是
传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应有之义，是双方彼此成就的
必然选择，也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的时代呼唤。作为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进步力量，
中俄坚持公平正义，做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坚决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同为世界大国和重要
新兴市场国家，中俄坚持和衷共济，做全球治理的引领
者，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
的协作，坚守真正的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穿越历史风云，中俄友好情谊“如黄河之水奔腾不
息，似伏尔加河宽广深沉”。今天，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俄两国牢
牢把握双边关系前进方向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保持战
略定力，坚持战略协作，就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两国实现
各自发展振兴，阻挡不了中俄世代友好的民心所向，阻挡
不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中俄两国风雨同渡、关山共越，全面提升中俄关
系的高度、维度、韧度，必将为世界和平和安全注入更多
稳定性，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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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俄罗斯媒体发表

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强调

要以史为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和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

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

发，重温历史、直面现实，提出一系列重要主

张。在单边主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

的今天，世界各国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

公平正义一边，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定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携手为人类前途命运争取

更加光明的未来。

“为了守护历史真相，人们仍需不懈努力”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习

近平主席强调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署名文章引用《喀秋莎》这首广为传

唱的经典苏联歌曲的歌词‘梨花开遍了天涯’，

不仅唤起了两国人民对二战时期并肩奋战的

共同历史记忆，也寓意俄中友谊历经风雨、愈

发坚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阿列

克谢·罗季奥诺夫说。

“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防空警报仍在

悲鸣，奥斯威辛集中营前的铁轨还寒光凛冽。”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

翁帕迪说，正如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强调的，

“历史的记忆和真相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

现实、昭示未来”。二战胜利是用鲜血和牺牲

换来的，捍卫历史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

对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守护。

“任何试图歪曲二战历史真相、否定二战

胜利成果的行径都不会成功，世界各国人民也

不会容忍有人试图开历史倒车。”日本细菌战

研究专家、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高

度认同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和反

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他说：“为了守护历史真相，人们仍需不懈努

力，从而防止未来悲剧重演。”

波兰格但斯克二战博物馆创始馆长帕维

尔·马赫采维奇说：“二战是全人类的悲剧。我

们要全面、真实叙述历史，深刻反思战争暴行，

加强和平教育。”

“对塞尔维亚来说，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

章传递了重要信息：对真相的守护需要付出巨

大努力。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俄罗斯，正是在

做出这样的努力。”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

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员亚历山大·米蒂奇说，“遗

憾的是，当前我们仍看到西方某些势力试图淡

化中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在历史上为打

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所作的巨大牺牲和

贡献，但这些企图注定会失败。”

法国企业家、时评人阿诺·贝特朗说：“习近

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是了解当前中国战略思维的

窗口。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中国致力

于反对霸权势力，是支持多边体系和国际法的

重要大国。”

“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作出伟大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强调，中国、苏

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

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

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决定

性贡献。各国人士普遍认为，东方主战场的胜

利彻底粉碎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野心，

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

“胜利是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努力的成果，

苏联和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俄

罗斯胜利博物馆学术秘书鲍里斯·切利佐夫

说，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在抗击法西斯和军国

主义的过程中并肩奋战、相互支持。作为第二

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中国承受了巨大牺

牲，为最终击败日本军国主义、赢得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位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俄罗斯-塔

吉克斯拉夫大学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古泽

尔·迈特金诺娃说，中国始终是抗击日本军国

主义的主力，绝大部分日军被牵制在中国战

场，“中国人民以巨大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作出伟大贡献”。

“如果没有中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恐怕

不会在1945年结束。”波黑波中友好协会主席

法鲁克·博里奇说，中国抗战有力牵制了日本

侵略者，为欧洲战场胜利赢得宝贵时间，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博里奇说，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直积极

维护多边秩序，始终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中国对历史的尊重和铭记，使其成为维护世

界和平不可或缺的力量。”

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

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德

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就此表

示，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之一, 也受

到战后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倘若否定二战

成果，将严重干扰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埃及开

罗大学国际法副教授穆哈卜·纳赛尔说，中国

对台湾的主权是合法且公认的事实。习近平

主席署名文章再次表达坚定明确的立场：事关

核心利益，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退让。

“实现世界共同发展繁荣需要的是
公道，而非霸道”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指出，当今世

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

有增无减，表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

提出，就是为了破解上述赤字，以公平正义为

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土耳其马尔马拉基金会主席阿克坎·苏威

尔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是公

正、公平、真正维护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方

案”。“在单边主义抬头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坚

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

于维护国际规则秩序，这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共同利益。面对各种冲突，我们需要对话与

合作，而非分裂；全球发展需要理性与良知，而

非强权。”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共产党总书记卡瓦·马

哈茂德说，他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世

界要公道，不要霸道”的论述。“当今世界，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给变乱交织的国际

格局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马哈茂德说，“实现

世界共同发展繁荣需要的是公道，而非霸道。

唯有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才符合各国共

同利益。尽快构建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

多边格局，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中东长期动荡不安，从伊拉克战争到叙

利亚危机、也门冲突，再到巴以问题，和平赤字

越来越大。”科威特《阿拉伯人报》总编阿卜杜

拉·多塞利阅读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后感慨

道：“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强调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

非零和，这对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启示。”

“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中国的全球秩序

观，强调要加强对话、共同发展和尊重多样性，

呼吁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全球治理体

系。”来自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

倡议组织主席凯泽·纳瓦布说，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有力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

平包容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指出，光明必

将驱散黑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不仅是对

二战史实的高度概括，更包含着对当今国际形

势的深刻思考——和平与公平不会自动到来，

必须用坚定的意志去捍卫。”马来西亚槟城阅

书报社孙中山纪念馆馆长庄耿康说，“今天，我

们重温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宣扬仇恨，而是要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史为鉴，坚决反对霸

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以史为鉴，坚守和平发展

与合作共赢。”（参与记者：高博 李子越 陈颖
张继业 段敏夫 尹炣）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何梦舒 汤洁峰 安晓萌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王雨萧）9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政务数据共享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要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打通数据壁垒，

推动公共服务更加普惠便捷。要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大

数据体系，推动数据资源融合应用，更好赋能社会治理和

繁荣产业生态，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政务数据共享是建设数字政府、提升行政效能的重

要一环，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政务数据共享

的相关内容，标志着我国政务数据共享工作迈入法治化

新阶段。”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说。

孟庆国表示，条例出台将助力破解政务数据共享中

的堵点卡点，提升数据供给和利用效率。同时，通过明晰

权责要求，有效弥合政务数据共享工作中的“模糊地带”，

全面规范政务数据共享。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政务数据涉

及国家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推进政务数据共

享工作需要以确保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前提。

“此前，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了政务数据安

全保障和个人信息保护要求，本次条例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对共享的政务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强化。”

余晓晖说。

孟庆国表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实现

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政务数据共享，将

有效提升政府部门间的协同管理能力和利企便民服务水

平，为“高效办成一件事”和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将推动政务数据安全有序高效共享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