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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8日，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
林肯中学师生代表结束 11天的访华之
旅，回到家乡。面对记者，他们不顾长途
飞行的疲惫，滔滔不绝讲起在中国的所
见所闻，一个个满脸的兴奋与激动。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
2015年 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曾走进
林 肯 中 学 ，用 这 句 话 鼓 励 美 国 年 青
一代多到中国走走看看。2023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
体联合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时宣布，
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
代交流，中方未来 5年愿邀请 5万名美
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唱歌、游戏，
爬长城、游故宫、打太极、练书法……来
自林肯中学和华盛顿州斯特拉孔中学的
24名学生参访北京、湖北十堰、广东广州
和深圳等地。在旅途中，孩子们写下了内
容丰富、感情真挚的访华日记，记录下自
己眼中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我的游历体验——“太酷了”
——3月19日，晴，北京。

“故宫好大啊！我们走了很多路。
我给许多穿着美丽传统服饰的女孩拍了
照片。”

“我们去吃了火锅，这可是我头一次
吃火锅！”

“在首都体育学院，我学了舞龙！很
有趣，教我的那个人太好了！”

“在鸟巢顶部看风景，真是太棒了！”
——3月22日，晴，武当山。

“这是整个旅程中最让我兴奋的一
部分，实在是太酷了！”

“这座古老的‘道教宫殿’太美了，出
于尊重，我没有在里面拍照，但在外面拍
了很多照片。”

“武术表演太酷了，跳跃、空翻、舞
剑，整齐划一，让人惊叹！”

“我们也打了太极，这可比看上去难
多了！”

这些都来自林肯中学 12年级学生
蒙特塞拉特·罗梅罗-罗查的日记。见
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体验到的中国文
化，在中国的每一天行程，都让她“大开
眼界”。

罗梅罗-罗查的好朋友、同校 11年
级学生以赛亚·朗在来中国前，列了一个
长长的愿望清单：爬长城、买中国传统服
装、体验中国历史文化……展现中国丰
富面貌的各类活动、与中国同龄人的广
泛交流，让他感觉自己的心愿“超额完
成”。“中国为保护环境、拯救地球所做的
努力，绝对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这是
他在出发前没有想到的。

“看到创新、技术和历史在中国达到这样一种完
美平衡，真是太神奇了。”朗感叹道，“相信很多美国
学生会想要寻找机会去中国留学。”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曾到访塔
科马市，并参观林肯中学。这所学校同中国结下了
不解之缘。2015年习近平主席到访林肯中学后，第
二年部分师生应邀访华。从亲切会面到书信往来，
习近平主席与这所学校的师生们多次交流互动，不
仅为学校带来巨大改变，也鼓励年青一代为中美友
好写下动人的青春故事。

今年 2月 11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向林
肯中学师生回赠新春贺卡，致以农历龙年新春祝福，
欢迎师生们多到中国走走看看。

罗梅罗-罗查的姐姐艾布拉娜就是 2016年访华
的学生之一。回国时，艾布拉娜带回一本中国诗集，
而这本书又成为妹妹与中国情缘的起点。

我的微信好友——“很暖心”
对青少年来说，这次访华之旅的一大吸引力是，

结下一份可能影响一生的跨国友谊。
“带回家最珍贵的是友谊。”林肯中学此次访华

行程的带队老师琳恩·艾森豪威尔说，“我们所有人
的微信好友都比出发前多很多！我今早刚查过，我

微信里的新消息足足有92条。”
中国人的热情友好、开放包容，让第

四次带领学生访华的艾森豪威尔再度感
到“宾至如归”，让很多第一次去中国的
学生如沐春风。相同的爱好、相通的想
法，让中美青少年拉近了距离。面对面
的交流中，友谊的种子已经播下。

“3 月 20 日，晴，下午 1:21，大巴车
上。真的太酷了！我遇到了一个北京大
学的女生。她 21岁，学习文学和历史专
业，人特别好。我加了她的微信，还和她
合影。每个人都很友好，让我感觉很暖
心。”林肯中学合唱团成员杰茜·杰斐逊
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那么可爱，我
甚至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们是多么可爱
和包容。我喜欢那里。他们热情好客，
那里就像家一样。”她对新结识的中国朋
友念念不忘。

“我认为这次旅行对我的意义在于，
给我提供了结识新朋友的机会。”朗对记
者说，结识中国朋友非常重要，相信青少
年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将密切中美两国的
关系。

林肯中学校长卡尔·霍塞思笑着告
诉记者：“相信所有学生都会告诉自己
亲友，在这 11天旅途中遇到的中国人是
多么可爱！”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拉紧人民
的纽带、增进人心的沟通。长期以来，
习近平主席关心并亲自推动加强中美青
少年交流，增进友谊。

2023年，包括林肯中学学生在内的
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
各界友好人士致信习近平主席。习近平
主席在复信中寄语：“希望更多中美青年
相知相亲、携手同行，成为两国友好的
新一代使者，为中美关系发展接续注
入动力。”

罗梅罗-罗查认为，重视青年学生之
间的交流至关重要，因为“青年是社会的
未来，要靠我们来传承和发展两国之间
的友好关系”。

我的中国情缘——“改变一生”
3月 18日，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响起，林肯中学和
斯特拉孔中学的学生用这首欢快并充满
深情的中文歌作为礼物送给中国朋友，
赢得阵阵掌声。

2015年 9月 23日，习近平主席到访
林肯中学，林肯中学合唱团学生和福州
教育学院附中学生合唱《在希望的田野
上》，美妙的歌声和两国青年的友好，赢
得在场所有人喝彩。

这首歌，九年来一直在林肯中学传
唱，承载着众多美国学生的中国情缘。

“当我唱起这首歌时，我感觉自己跟中国人民心
很近。”罗梅罗-罗查在日记里写道，音乐可以跨越语
言的障碍，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林肯中学校长霍塞思说：“有机会走进中国，这
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又是一个有着
各种新可能的国家，绝对是改变一生的宝贵经历。”

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州任教已有 45年，见证了
习近平主席同当地人民友好交往的历程。她说：“我
们能感觉到，他（习近平主席）真诚地关心我们，我们
也真诚地关心他。”

33年前，霍塞思第一次来到中国，就是作为大学
生来华参加美式橄榄球表演赛。2015年，习近平主席
在林肯中学观看了学生们的橄榄球训练课，并在训
练课后愉快接受了学生们赠送的橄榄球和橄榄球
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霍塞思聊起这个“巧合”，认
为这印证了体育也是中美人民之间的“共同语言”和
友谊纽带之一。

一本书、一段旅行、一首歌、一项运动，这些都是
中美之间人文交流的载体，都是中美人民友好的见
证。“只要持续加强这种人与人的交流，就能找到共
同点，就能打破障碍。”霍塞思对中美友好的未来充
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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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之春，博鳌强音。3月29日，博鳌亚
洲论坛2024年年会圆满落下帷幕。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
济复苏乏力，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诉求空
前迫切。

3 月 26 日至 29 日，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近 2000名代表汇聚博鳌，交流思想、碰
撞观点，凝聚起携手合作、共创未来的信心
和力量。

深化共识：培育可持续发展
新动能

“世界已进入30年来最缓慢增长的5年”
“全球经济增长东快西慢的大趋势进一步增
强，亚洲经济板块分量明显上升，中国经济仍
是重要引擎”“地缘政治冲突撕裂了全球统一
的市场、统一的产业链布局，希望亚洲成为开
放的领头羊，而不是封闭的助推者”……

3月 27日下午，“世界经济展望”分论坛
座无虚席，与会嘉宾就全球发展话题坦诚分
享意见和观点。

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次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阐释
中国发展之道，回答时代之问，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亚洲和世界更美好未来
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面临的难题纷繁复杂；同时，
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疫情阴霾，科技创新带
来的新的增长动力正在显现。

各国应如何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培育新
的增长动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
响？本届年会进一步深化了诸多共识。

打造创新引擎——
“最近我参加了多场国际会议，几乎每个

人都在讲‘两个A’，亚洲（Asia）和人工智能
（AI）。对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两
个A’至关重要。”日本银行执行理事清水季
子说。

“AIGC改变世界”“融合与创新的数字经
济”……聚焦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前沿话题，
与会各方深入探讨亚洲发展新动能。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
周小川表示，亚洲正在塑造全球数字创新的
未来。在加强全球科技治理，促进公平竞争
和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让人工智能与人
类多元价值对齐，缩小数字鸿沟，保护劳动者
权益上，世界期待亚洲方案。

今天的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和增
长潜力的地区，经济总量占全球40%，对全球
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70%。与会嘉宾认为，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为
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亚洲动力”。

推动绿色转型——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地区，亚洲肩负着

绿色低碳发展的艰巨任务。同时，亚洲拥有
清洁生产的核心技术，集中了大量清洁能源
投资，在绿色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技
术合作上空间巨大。

“只有各国携手全力以赴推动清洁能源
转型，我们才能走向零碳未来。”天合光能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说。

坚持开放包容——
“减少贸易碎片化”“ 投资亚洲未来”“打

造亚洲增长中心”……一个个话题切中亚洲
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以及不断增长的世
界贸易是亚洲经济成功的支柱。”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说，通过可持续、公平
和包容的方式，提高全球化的有效性，让世界
各国都能受益。

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
会各方高度关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年多来，
在减贫、粮食安全、发展融资、应对气候变化、
数字经济等领域显现成效。”多米尼克总理斯
凯里特说。

共享机遇：中国创新发展为
世界提供动能

本届年会上，中国经济再度成为各方关
注焦点。

“前两个月中国经济稳中有升，这是好的
开始。2024年将是一个不错的年份。”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中国经
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今
年前 2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
比增长10.2%，民间投资增速由上年全年下降
转为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
夫认为，用好宏观政策空间，持续推动技术创
新、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望实现预期增长目
标。“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

从“‘创新、绿色、数智、融合’引领高质量
发展”“实体经济的突围”，到“新能源汽车赛
道的未来”，一场场分论坛上，中外人士聚焦
中国经济新亮点、新趋势，展现对中国经济的
信心。

加快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中国将为世界
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质’”“中国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的努力，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
供有益经验”……新质生产力，是本届年会上
各方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上个月我去了天津港，一个完全自动
化、数字孪生的码头。过去工人吊装集装箱
是很辛苦的体力活，现在工人可以坐在有空
调的操作间，对着全面数字化的操作屏进行
操作。”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在年会上说。

在李扬看来，中国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
公路网、高速铁路网、邮政快递网和世界级港
口群，都离不开创新。

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近一半在中国，
全球新能源汽车一半以上行驶在中国，全球
四分之一新增绿化面积来自中国……中国积
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形成规模庞大的
发展增量，孕育每年十万亿元级市场规模。

从以铁矿石出口为核心的传统业务向绿
色能源转型，福特斯克金属集团金属业务首席
执行官狄诺说，中国是这家公司转型故事中最
重要的部分。“我们有信心通过和中国公司合
作，将绿色低碳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他说。

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市场为世界提
供广阔机遇——

距会场 200多公里外，海南洋浦国际集
装箱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全面启动了海南洋浦集装箱枢纽
港扩建工程，布局航线 40条，其中外贸航线
覆盖东南亚、南亚、澳洲、南美洲、西非等地
区，将更好服务区域贸易发展。”中远海运集
团副总经理张勇在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分论
坛上说。

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速。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

施，首次发布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免签“朋友圈”再添六国……不久前，中国出
台一系列开放举措，吸引与会嘉宾强烈关注。

立足自贸港开放政策，瑞士洛桑酒店管
理学院集团正在三亚打造独立办学项目。
集团董事会主席卡罗尔·阿克曼期待，与海
南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领域深化合作、
共享机遇。

开拓同行：创造繁荣发展新
图景

“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
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
舟共济”。两年前，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
坛 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以“船”作喻，形象描
述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时代大势。

本届年会开幕式上，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长潘基文再次以“船”为喻，发出呼吁：“全球
危机迫使我们坐在一条船上，我们没有别的
选择，只能向同一个方向划，而且是正确的方
向。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必须承担起自
己的责任。”

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成为本届
年会最强音。

共同做亚洲安全的维护者，为世界和平
稳定贡献积极力量——

演讲、握手、讨论……连日来，博鳌亚洲
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人头攒动，各个会议室座
无虚席。

70年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洲首倡，
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届年会上，与
会嘉宾表示，携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打造
世界的和平稳定锚、增长动力源、合作新高
地，不仅是亚洲人民共同愿望，也是各国共同
责任。

中国与瑙鲁今年1月24日复交。仅两个
月后，瑙鲁总统阿迪昂就正式访华并出席本
届年会。

“我们很感谢论坛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
的平台，来讨论亚太地区和世界面临的紧迫
挑战。”阿迪昂说，必须架起桥梁，而不是筑起
高墙，建设更加紧密的世界。

共同做亚洲发展的促进者，为世界经济
复苏提供强大支撑——

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
一体化进程 2024年度报告》预计，2024年亚
洲经济增速达 4.5%左右，GDP规模占全球比
重为49%。

周小川说，亚洲要与世界携手，共同推动
全球治理，使世界重返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的轨道。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表示，
亚洲地区通过合作机制积累信任，也在以《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框架构建更
加包容、有效的地区合作架构。

共同做亚洲合作的践行者，为世界团结
协作凝聚广泛共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
皮纳特呼吁，各国必须在人工智能、债务和气
候变化等共同利益领域进一步凝聚共识、扩
大合作。

与会人士认为，本届年会有助于各国
更加关注如何开展合作，让人民享受和平
与繁荣。

海纳百川共扬帆，美美与共同繁荣。会
场外，一座题为“一带一路之歌”的雕塑屹立
在三江汇海处，传递出各方携手同行、共创未
来的美好愿景。

新华社海南博鳌电

应对共同挑战 开创美好未来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凝聚携手共进力量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安蓓 潘洁 刘硕 成欣 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