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在波折与希望中走过的不同

抗疫之路，是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共同的“故

事”。人们的欢乐与悲伤、坚定与彷徨都成

为时代的脚注之一。回望这些日子，疫情之

下努力生活工作的人们又都是不平凡的，每

个人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史诗”。

这一年，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生

活仍在继续，并且呈现更复杂的面孔。

3月的巴黎，疫情管控措施让人们暂时

远离“街头生活”。一些餐馆和咖啡厅别出心

裁地“邀请”了一群超大号玩具泰迪熊“坐”在

店内外的椅子上，复刻享受咖啡、蛋糕和暖阳

的“日常”。而4月的新德里，人们的“日常”

则是火：火葬场里新冠肺炎感染者的遗体堆

积如山，墓地空间越来越少，彻夜燃烧的熊熊

火光背后是多少人心碎的眼泪……

疫情之下，人们在守护着什么，又该如

何生存下去？《新冠时代的我们》一书作者、

意大利著名作家保罗·乔尔达诺认为，世界

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明白，我们处在同一个故

事中的不同节点。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这一年，战乱、冲突和灾害的阴影依然

徘徊在全球。

8月的喀布尔，“西贡时刻”仿佛再现。

一架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美国外交人员匆

匆撤离。机场跑道上挤满了阿富汗人，他们

几乎没带行李，拼命爬上飞机，死死拽住舱

门。有人被打死，有人从半空跌落……还有

绝望的母亲把孩子扔过铁丝网，乞求陌生人

将其带去安全的地方。面对美国留下的烂

摊子，从“追风筝”到“追飞机”，很多无法确

定未来的阿富汗民众感到害怕。

回望过去一年，这样的伤痛并不唯一。

也在8月，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岛国海地，

几乎成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一场7.2级

大地震把这个被世人称为“绝望之国”的地

方推向了更加无助的境地。海地是全球最

贫困的国家之一。党派斗争等政治危机、系

统性的帮派暴力，让这个拥有1150多万人

口的国家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更加困难重重。

这一幕幕残酷而真实：和平与发展依然

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它们并非唾手可

得，而是来之不易。

这一年，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

国红”。

9月24日，被加拿大无理拘押1000多

天的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

国与家人团聚。当一袭红衣的她走出舱门，

现场响起了《歌唱祖国》的动人歌声……这

一幕让不少人热泪盈眶，“祖国”二字的分量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清晰可见。

闪耀着希望的“中国红”也让生活在世

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感到温暖。马尼拉湾岸

边，一名菲律宾青年将一个漂流瓶投入海

中。瓶里是一封他希望“寄到”中国的信，一

封特别的感谢信，因为“中国疫苗的到来保

护了无数菲律宾人和他们的家庭”。中国迄

今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20

亿剂疫苗，一支支中国疫苗跨越山海，为全

球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

12月初，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两

列火车分别从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出发，开

启了一段跨越山河的旅程，也改变了老挝境

内仅有一段长约3.5公里铁路的历史。这

条“不是穿行在洞中就是穿行在空中”的友

谊纽带，标志着酝酿了半个多世纪的泛亚铁

路迈出了关键一步，让当地民众“坐上火车，

到外面去看看”的梦想得以成真。目前，中

国已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

“一带一路”的硕果持续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变化”依然是这

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变”。但面对种种不确

定性，我们并非手无寸铁。

仰望星空，不管身处何时何方，我们依

然要勇敢追求梦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

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站在这样的历史节

点，中国展现信心、勇气和担当，回应时代课

题，引领发展之路。大道不孤，德必有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世界收获越来越

多的支持和认同。

脚踏实地，不管前路如何崎岖，我们用

奋斗让梦想照进现实。2021年，中国经济

继续稳健复苏。更多外资涌入，更优投资结

构，更坚定投资信心……一个潜力巨大的超

大规模市场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硬实力，而一

个向着更高水平坚定扩大开放的中国，坚定

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为世界经济贡献稳定动能、

确定预期和坚定信心。

对世界来说，新的一年还需要坚韧的团

结来照亮前路。夏天的东京奥运会，再次让

人们从“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惋惜”中看

到人性共通的部分。国际奥委会把“更团

结”写进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

言。赛场之外，从多边外交到经济合作，从

抗疫到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种

种挑战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而团结的酿就从非易事，考验各国及

其人民的智慧、格局和决心。坚持握手而不

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是时候让友

谊和合作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主角了。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新的一年，我们

与世界一起再出发。希望，属于每一个人。

在挑战中再出发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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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胸怀天下彰显大国担当

T2

▲阿富汗展商阿孜密在进博会上为自家的橄榄油“打广告”
�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运抵柬埔寨金边国际机场 新华社 发

再出发，用坚韧的团结照亮前路
本报记者 吴宇桢

2021年，全球疫情跌宕蔓延，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秉持
天下胸怀，践行为国为民，在全球变局中开
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在斗争与
合作中勇毅前行。专家指出，2021年，中国
外交呈现出三大亮点，“在乱局中展现大国
担当，在逆流中通过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
事，在挑战面前稳定大国与周边关系”。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

面对疫情跌宕反复，中国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抗疫外交，彰显了大国担当。
中国始终站在国际抗疫合作“第一方

阵”，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第一属性”，担当疫
苗公平分配“第一梯队”，成为对外提供疫苗
最多的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科学溯源，
同世卫组织发布联合专家组溯源报告，体现
了公开、透明的合作态度；中国还明确未来
三年内提供3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抗
疫和恢复发展。
面对全球发展多重风险，中国为经济复

苏注入新动力，为共同发展提供新机遇。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二

十周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
所长朱威烈认为，中国加入WTO这20年
来，是参与者，更是贡献者，表现是当之无愧
的优等生。

11月4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如期举行。这场盛会的参展国别、企
业数量双双提升，127个国家和地区、近
3000家企业参展，彰显了中国超大规模市
场的吸引力。
由中国参与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也将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
效，代表着全球覆盖人口最多、发展潜力最
大的自贸区正式启航。
面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高举人类

命运共同体旗帜，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朱威烈表示，“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全球发展共同体等促进全球发展事业的
中国方案，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
内涵，以此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多边和单

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推
动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注入了动力”。

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朱威烈认为，在2021年，中国外交整
体上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开拓创新精神，以
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长远的目标同世界各
国深化友谊和发展合作，“中国展现出负责
任新兴大国应有的大格局、大担当，既稳健
推动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发展，努力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也致力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
家和人民的权益，坚定做发展中国家真诚
可靠的伙伴”。
中国积极探索并大力推动构建总体稳

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2021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迈

上新高度。一年来，中俄元首4次会晤通
话，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中俄携手抗疫为两
国人民传统友谊打上时代“高光”，各领域互
利合作为各自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1年，中美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
的新范式。年初以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
登总统两次通话，而后又举行首次视频会

晤。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中方对中美关系
的原则立场，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战略框架，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
定发展把舵引航。

2021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挑
战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主席两度主持中
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中国-中东欧国家
领导人视频峰会成功召开。中欧地理标志
协定正式生效，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等
“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稳步推进，中欧经
济利益合作不断加深。此外，中欧在维护
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领域存在广泛共
识，在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抗疫等方面取得
积极成果。
中国还努力推动周边国家共建美好家

园，并全心全意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
展。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引发全球
瞩目。在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共同
支持下，“一带一路”正在成为造福世界的
“富裕带”，惠及人民的“幸福路”。

着力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
2021年中国外交最突出的题目是讲好中国

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选择好的故事题

材。在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李开盛看来，反对疫情政治化，推进“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等都是通过中国实践讲好中
国故事的生动案例。

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共建“一带
一路”是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繁荣、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也是我国展
现开放自信、和平发展形象的重要机遇，在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也应主动讲好中国
坚持和平发展、谋求合作共赢的故事。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认为，从
去年开始，中国在抗疫物资的捐助中实现了
对非洲所有国家的全覆盖，中国在非洲所做
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东
西，而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做好中国的
事情。

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既是中国走
向世界的需要，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需
要。但朱威烈表示，讲好中国故事不是一
蹴而就的，“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任务
是艰巨的”。 王若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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