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mrdx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209 邮发代号 1-19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通讯社出版

2019 年 3 月24 日 星期日 己亥年二月十八 今日4 版 总第 09580 期

新华社罗马 3 月 23 日电(记者黄尹甲子、李建敏)国家
主席习近平 23 日在罗马出席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的隆
重欢送仪式。

当地时间上午 9时 50 分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
总统府。两国元首亲切话别。习近平感谢马塔雷拉总统和意
大利政府的热情接待。习近平指出，此访期间，我同总统先
生等意大利领导人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会谈会见，加深了双方
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意双方要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马塔雷拉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对意大利的历史

性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我和主席先生进行了坦诚深入、富
有成果的对话，这对于促进意中两国各领域合作十分重
要。我愿同主席先生加强联系，推动意中关系不断得到新
发展。

习近平主席夫妇同意方主要官员握手道别，马塔雷拉
总统和女儿劳拉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道别。军乐团奏中意
两国国歌。仪仗队长趋前请习近平检阅。习近平在马塔雷
拉总统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习近平主席夫妇、马塔雷拉总
统和劳拉在上车处道别。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欢送仪式。

习近平出席意大利总统

举行的隆重欢送仪式

新华社罗马 3 月 23 日电(记者
郝薇薇、孙浩、李洁)古朴浑厚的
马家窑文化红陶罐，线条流畅的
汉代茧形壶，形制完整的唐代武
士立俑，独特雅致的宋代黑釉
瓷，刻画精细的清末至民国紫砂
壶……长期在海外漂泊的 796 件
套中国文物即将踏上“回家”
路。

3 月 23 日，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理孔特共同见
证下，中意双方代表交换关于 796
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还的
证书。这是近 20 年来最大规模的
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开创了中
意两国文化遗产合作的新里程，
更为国际合作开展流失文物追索
返还树立了新的范例。

据介绍， 2007 年，意大利文
物宪兵在本国文物市场查获一批
疑似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艺术
品，随即启动国内司法审判程
序。中国国家文物局得知相关信
息后，立即对接意大利文化遗产
主管部门，开展流失文物的追索
返还工作。历经 10 余年漫长追
索， 2019 年年初，意大利法院最
终作出向中方返还 796 件套文物
艺术品的判决。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社会文
物处处长吴旻告诉记者，中方将
立刻与意大利文物宪兵进行具体
对接，启动文物回运的相关工
作。这次“回家”的 796 件套文
物时间跨度长达 5000 年，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民国
时期，器物种类多样，保存状况较为完好，总体价值很高，
是中国历史各时期生产生活场景、精神生活面貌、文明发展
进程的实物见证。

“今天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796 件套中国文物将返还给

中国人民。我们期待中国国家博物
馆将在北京举办专题展览，让更多
人看到这些珍贵文物。”意大利文
化遗产和旅游部部长阿尔贝托·博
尼索利说。

除了此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文
物返还，习近平主席此次访意期
间，中意双方还签署了多份有关文
化遗产的合作文件，包括关于防止
文物非法进出境的谅解备忘录和关
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结对的谅解备忘
录。

中意是文明古国，也是文物大
国。作为拥有最多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地的国家，双方在文物
保护修护以及打击文物犯罪等领域
保持长期合作。近年来，中意两国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在文
物展览、文物保护修复和文物国际
合作中不断扩大交流规模，提升合
作水平。

“中意文化合作项目有很多，
美术、雕塑、绘画、电影、歌剧、
芭蕾……通过‘文化丝绸之路’，
我们向对方展示各自最精彩的一
面。”博尼索利说。

近年来，面对中国流失海外
文物复杂状况，中国有关部门通
过双边执法合作、外交谈判、捐
赠返还等多种方式，促成文物返
还。圆明园鼠首兔首被法国皮诺
家族归还中国，流落异乡的青铜
“虎鎣”几经波折终于回归故
土，美国返还 361 件套中国流失

文物……一件件承载民族记忆的宝贵遗产相继回家。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需

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
这批 796 件套文物，唤起中华民族多彩的历史记忆，更成
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新佳话。

“今天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记意大利返还 796 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

新华社罗马 3 月 23 日电(记者郝薇薇、骆珺、蒋国鹏)国
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意关系植根于双方千年交往的历史积淀
中，拥有深厚民意基础。近年来，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
深化，为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中意互为重要战略
伙伴。双方要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意关
系，以今年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和明年两国
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共同推动中意关系进入新时代，使各
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意双方发展目标契合，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前景光明。中方愿同意方一道，全面扩大和深化双边关
系。双方要加强顶层设计，夯实政治基础，加强高层交往，密
切各部门各层级对话，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
两端，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天经地义。我们秉持的是共商、共
建、共享，遵循的是开放、透明原则，实现的是合作共赢。中
意要以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契机，加强
“一带一路”倡议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投资意大利计
划”对接，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要密切利益融合，推动合作
优化升级，在空间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环境、能源等
优先领域取得更多早期收获。要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
调，共同推进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第三方市场
合作。要以 2020 年两国互办文化旅游年为契机，推动两国
世界遗产地结好，加强博物馆、地方、民间、体育等交流合
作。要携手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继续就联合国事
务、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加
强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扩大开放，欢迎包括意大利在内各
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我们也鼓励中国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
业在意大利投资发展，视意方为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伙

伴。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规则，在
遵守当地法律基础上在海外开展合作。希望意大利政府继续
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欧盟同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
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双方应该顺应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双方应加
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发
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希望
意方继续为深化中欧各领域对话合作和推动中欧关系独立、
自主、稳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孔特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意大利的访问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必将引领意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意中两国有着上千
年交往史，两个古老文明相互交织，经贸、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为双方友好合作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意方高度重视意
中关系，在即将迎来两国建交 50 周年之际，愿同中方深化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拓展经贸、投资、能源、农业、文化、旅游、航
空等合作。意大利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有着特殊地理优势，我
们很高兴抓住历史机遇，参加共建“一带一路”，坚信这将有助
于充分挖掘意中合作潜力。我期待着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意方欢迎中国企业来意投资，实现互利共
赢。意大利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愿密切同中方沟通
协调，促进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和交换中意关于共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关于中国流失文物返
还等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领导人还一起参观了意大利查获并返还中方的流失
中国文物。

习近平抵达时，孔特总理在停车处迎接。军乐团奏中意
两国国歌。两国领导人一同检阅仪仗队。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理

孔 特 举 行 会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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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3 月 23 日，在对法兰西共和国进
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题
为《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并肩前行》的署名文章。文章如
下：

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并肩前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马克龙总统邀请，我即将对法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
5 年前，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我对法国进行了首次国事

访问，同法方一道庆祝中法建交 50 周年，总结历史，展望未
来，共同开创了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5
年后，我再次访问法国，又逢一个春风送暖 、万物复苏的春
天。我欣喜地看到，中法关系正如春天般欣欣向荣，迸发出蓬
勃生机。

我带着对法国的美好情感而来。这份情感来自中国人民
以及我个人对法国璀璨历史文化和独特魅力的欣赏，更来自
中法两大文明的相互吸引和交相辉映。我带着对法国人民的
特殊情谊而来。这份情谊来自中法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更
来自双方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的民心相通。我带着对中
法关系的殷切期望而来。这份期望来自中法建交 55 年来的同
舟共济、合作共赢，更来自两国关系所蕴含的深厚潜力和美
好前景。

——— 两国关系前行的步履更加稳健。我同马克龙总统多次
会晤、通话、通信，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双方政治互信更加
深入，高层往来更加频繁，通过战略、经济财金、人文等 30
多个对话磋商机制开展了高质量的沟通和协调。我们对重大国
际问题的共识进一步增多，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开
展良好合作，共同推动和平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为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携手推动达成和落实历

史性的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
面发挥了引领作用。

——— 两国共同利益的蛋糕越做越大。在短短 5 年时间
里，双边贸易额增长 130 多亿美元，双向投资总额超过 200
亿美元。法国牛肉等优质农产品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
喜爱。两国合作建设的台山核电站 1 号机组已成为全球首台
商业运营的 EPR 机组。中法英三方合作旗舰项目——— 欣克
利角核电站项目顺利起步。中法海洋卫星成功发射。在可持
续发展、金融、医疗卫生等领域，双方合作潜力不断释放，
第三方市场合作方兴未艾，意味着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正
在顺利推进。

——— 两国友好的根基不断加深。中法已结成 102 对友好
省区和城市，形成丰富的地方交流合作网络。 2018 年，中
国留法学生数量接近 4 万， 10 万多法国学生学习中文，中
国赴法游客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巴黎成为直飞中国航线最多
的欧洲城市之一。密切的人员往来和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恰
似一股股涓涓细流，汇聚成中法友谊的江河。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我这次来访，既收获 5 年来中法关系
发展的累累硕果，更要同法方一道播种中法合作的新希望。

我说过，中法是特殊的朋友，共赢的伙伴。在当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面
临的挑战和风险更趋复杂，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法
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法方继续并肩前行，把握历史
机遇，合作应对挑战，增进战略互信，把共同发展、共同繁
荣的道路越走越宽。

为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握好 4 个关键。

独立自主。在独立自主精神引领下， 55 年前中法率先
打破冷战藩篱，实现历史性握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当
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我
们应该保持定力，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相互尊
重，继续做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国

家友好合作的引领者，为实现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贡献力量。

开放共赢。中法都是富有开放传统和合作精神的大国。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40 年历程，未来开放的大门将越开
越大。我们愿同法方继续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愿同法方深化核能、航空
航天等传统领域全方位合作，积极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新
兴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第三方市场合作迈出
更大步伐。我们欢迎法方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愿意进
口更多高品质的法国产品和服务，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欢迎更多法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共享中
国发展机遇。也希望中国企业在法国发展得更好，为法国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包容互鉴。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
更加丰富多彩，也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加强合作提供了强大支
撑。中法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代表，都具有兼容并蓄的优秀
品格。两国文化、旅游、教育、体育、地方、青年等领域合
作可以迈出更大步伐，在中西方人文交流中更好发挥表率和
带动作用。

责任担当。中法携手能够改变世界，这一点在过去 55
年已经得到多次验证。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十
字路口，需要大国担当起应有的责任。中法都是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期待同法方加强协调，维护多边主
义，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携手应对挑战，共促世界繁荣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中国谚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法国大文豪雨果
说：“改变一切不需要太多时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愿
同法方携手再出发，以脚踏实地的精神，推动中法合作不断
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习近平在法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 796 件套文物时间跨度长达

5000 年，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明

清民国时期，器物种类多样，保存

状况较为完好，总体价值很高，是

中国历史各时期生产生活场景、精

神生活面貌、文明发展进程的实物

见证

●近年来，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双

边执法合作、外交谈判、捐赠返还

等多种方式，促成文物返还。圆明

园鼠首兔首被法国皮诺家族归还

中国，流落异乡的青铜“虎鎣”几经

波折终于回归故土，美国返还 361

件套中国流失文物……一件件承

载民族记忆的宝贵遗产相继回家

武汉大学的樱花与建筑交相辉映（3 月 23 日
摄），众多游客前来赏樱。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武大：樱花绽放引客来
3 月 21 日，游客在德阳市罗江区蟠龙镇文昌

村留影。四川各地以花为媒，做强美丽经济，助力
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四川：乡村振兴花为媒

翻
身
农
奴
的
九
十
九
岁
生
日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影报道

3 月 20 日晚上，西藏拉萨市堆龙
德庆区顶嘎村巴珠老人的家中格外热
闹，亲戚朋友和村干部共聚一堂，庆祝
老人 99 岁的生日。

1920 年出生的巴珠老人，民主改革前是被剥削、被
压迫的西藏农奴。老人回忆，当时他们家共有 8 个兄弟，
由于生活极度困苦，温饱无法解决，6 个兄弟先后离家
“讨生活”，只剩下他和另一个兄弟留在了顶嘎村。

“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被领主占有；即使河水变
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赐，身体
却为官家占有。”一首古老的藏族歌谣唱出了当时农奴
的悲惨生活。 （下转 3 版）

▲巴珠老人在吃生日蛋糕。

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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