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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张志文 刘 刚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共
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
高唱”。

中越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社会主
义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建交73年来，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
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传统友谊开花结果，
并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
合作”十六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
志、好伙伴”精神的指引下取得长足发展。

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1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即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中越
领导人加强战略沟通，为新时代中越关系
擘画蓝图、引领定向。面对日益严峻复杂
的国际形势，中越两国秉持平等互利、团
结互信、合作共赢精神，携手合作、共谋发
展，必将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必将为变乱
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密切沟通 常来常往
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

伴，中越两国前途相关、命运与共。
近代以来，中越两国都经历了从任人欺

凌走向民族独立、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
放、从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历程。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面对风云变幻
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任务，
两国要不忘传统友好初心，牢记共同理想
使命，携手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具有战
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确保两国关系始终
行驶在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快车道上。

2022 年 10 月 31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金色大厅，气氛庄重、热烈，巨幅红色背景
板上，“友谊勋章”的图案格外醒目。背景
板前，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党旗、中
越两国国旗整齐排列。

在礼号声中，在中越双方嘉宾见证
下，习近平总书记郑重为阮富仲总书记佩
挂勋章。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友谊
勋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阮
富仲总书记和越南人民的友好感情，象征
着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蕴含着
两党和两国人民共同追求美好未来的殷
切希望。

阮富仲总书记在致答辞中表示，这一
崇高荣誉体现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越
南党、政府和人民以及包括我在内的越南
历届领导人的深情厚谊，也是对越南长期
致力于越中友好的巨大鼓舞。我十分荣
幸地接受这一崇高荣誉，将在自己的岗位
上同越南人民一道，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
道路，不断巩固深化越中“同志加兄弟”的
友好关系，共同实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正如胡志明主席所说，“越中情谊深、
同志加兄弟”。中越传统友谊是由毛泽东
主席、周恩来总理、胡志明主席等双方老
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是两党两国和两
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多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多
种方式保持密切沟通，就引领中越关系发
展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不断为两国关系注
入新的内涵：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这是中国党和
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近10年再次访越，并
实现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年内互访。
习近平总书记密集会晤越南党和国家领
导人，谈双边关系，谈党的建设，谈治国理
政，谈传统友谊，谈务实合作。双方就当
前形势下两党两国的共同利益、共同挑
战、共同需要、共同任务达成高度共识，新
形势下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
涵不断丰富；

——2017年春节前夕，阮富仲在越共
十二大连任总书记后首次访华。中越两
党总书记以茶会友，话友谊、论时势。茶
叙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向阮富仲总书记
赠送了胡志明主席 1942 年手书汉语诗作

《走路》的复制品，表达对两国携手前行、
合作共赢的希望；

——2017 年 11 月，中共十九大后，习
近平总书记应邀访越。在古树幽静、绿意
盎然的胡志明故居，习近平总书记与阮富
仲总书记品茗畅谈，承诺不忘中越传统友
谊的“初心”。在胡志明故居的高脚屋前，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阮富仲总书记送了
一份国礼——19 期《人民日报》。16 期泛
黄的报纸，是1955年胡志明主席访华时的
报道；3期留有墨香的报纸，是 2017年 1月
阮富仲总书记访华时的报道。在河内越
共中央驻地的会谈桌一侧，同阮富仲总书
记并排而坐的还有7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阮富仲总书记解释说，在习近平总书
记访问期间，越南安排不同的越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陪同出席活动，确保每位都能听
到重要指导意见；

——2022年，阮富仲总书记应邀率领
越方领导人作为中共二十大后第一个元
首级代表团访华，实现了向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的将中国作为其连任越共中央总书
记后首访国家的承诺。在欢迎宴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向阮富仲总书记一一介绍中
共中央新晋政治局常委的同志。阮富仲
对政治局常委们致以衷心祝贺，表示越共
中央愿同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携手
努力，推动两党两国友好合作取得新成
果、迈向新高度；

…………
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常到邻居

家串门、常到同志家做客，已经成为当今
国际关系的一段佳话：

——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到河内胡志
明故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三度以茶会
友，共话友谊，共谈理想，共论时势，为两
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携
手传承好传统友谊，共同引领中越关系取
得更大发展指明方向。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每逢新春
佳节互致问候，数次实现历史性互访，达
成的广泛共识已经转化为两国交流合作
的累累硕果，充分展现了中越社会主义邻
邦是高度互信的同志、互利共赢的伙伴、
相知相亲的朋友。

中越都在推进各自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都把中越关系作为各自对外政策
的优先方向，都把对方发展视为自身发展
机遇。“中国把越南视为中国周边外交的

优先方向。越南把发展对华关系视为战
略选择和头等优先。”两国在今年6月发布
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对中越关系给出了清
晰界定。

“越中两党理想信念相通，前途命运
相关，都在领导各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前常务副主席
冯友富曾多次共同主持中越两党理论研
讨会。他表示，越南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
业都是史无前例的，需要不断探索、革故
鼎新，双方深化治党理政交流有利于推动
战略沟通和互学互鉴，有利于发展好实现
好适合各自国情的兴国之策和强国之路。

携手合作 共谋发展
中越两国人民毗邻而居，古有互通互

鉴之道，近有共御外敌之情，今有振兴繁
荣之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越关系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党、两国、两国人民
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
展，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
进发展繁荣。”

分布在越南南北方的两个经贸合作
区，正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两廊
一圈”加快对接的生动写照。从胡志明市
沿高速公路向西南行驶约50公里，一座座
现代化的厂房拔地而起，众多中资企业在
这里扎根兴业。作为中国国家级境外经
贸合作区之一，龙江工业区吸引落户企业
投资总额达 1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约 3
万个就业岗位。在距离中国边境约220公
里的中国·越南（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
内，电子、机电等制造业企业快速发展，带
动当地 1.5万名员工就业，成为代表“中国
制造”水平的高品质园区。

近年来，中越两国发展战略不断对
接，为中越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提供不竭动力。两国高层从战略高度
就扩大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保持经常性
沟通，建立了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高级
别、跨部门协调对接机制和各部门对口合
作机制。

中越两国经济关联度大、互补性强，
利益融合日益紧密。中国已连续多年保
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是中国在
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四大贸易
伙伴国，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突破2000亿
美元。今年 1至 10月，中越双边贸易额达
到1851亿美元，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
日趋活跃。面对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
体化给两国带来的相似机遇和挑战，中越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发挥互补优势，加快推进基础设施、智
慧海关、绿色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新
形势下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
高层次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越两国加强铁路联通、关键矿产等
领域合作，携手打造互利共赢、稳定畅通
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今年8月2日，一辆
运行约 2700 公里的国际货运列车稳稳停
靠在越南河内安员车站，运来了数百吨货
物，为两国优质产品更便捷地进入对方市
场打开新的渠道。两国陆、海、空、网等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日趋完善，铁路、公路建
设加快规划推进。双方不断升格开放边

境口岸，并于今年 9月宣布启动智慧口岸
试点建设。

远望似缟绢垂天，近观如飞珠溅玉
——这是欣赏过德天（板约）瀑布的游客
发出的赞叹。今年 9月，中越德天（板约）
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启动试运营，两国游
客可以在合作区内体验 5小时跨境游，全
方位感受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带来的视觉冲击。这项合作不仅首次整
合两国跨境旅游资源并实现共同开发，也
成为中越两国跨境合作的新成果，为中国
—东盟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探
索出一条新路。

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立足本国
实际、顺应时代潮流，成功探索符合自身
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日益焕发出
蓬勃生机。中越深化合作、携手发展，将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助于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深厚友谊 代代相传
中越边境千年雄关友谊关前，木棉树

绽放出鲜红花朵，见证着两国边民、商人、
游客往来熙攘的热闹景象，也昭示着中越
传统友谊必将跨越历史长河，历久弥深，
历久弥新。

今年 8 月，阮富仲总书记视察友谊关
口岸并种下友谊树。他指出，世界上只有
越中友谊—友谊关口岸以“友谊”二字命
名，这体现了越中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
的特殊传统友谊，“越中关系不断发展，完
全符合越南人民的愿望，相信通过双方共
同努力，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定会越
来越深厚”。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越关系也步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实
现中越世代友好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青年朋友们做两
国世代友好的传承者和接班人，为打造中
越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使中越友好事业
代代相传。”阮富仲总书记说：“希望两国
青年密切交往，增进了解，传承友谊，成为
创造越中更美好未来的重要力量。”两党
两国最高领导人不约而同将中越友好的
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两国青年身上。

“会场内外金星红旗和五星红旗交相
辉映，500 名越中两国青年代表从陌生到
熟悉，共叙友谊，共话未来。”回忆起 2015
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总书记在
河内共同会见参加第十六届中越青年友
好会见活动的中越青年代表时的场景，越
南青年陶文新仍历历在目。通过参与交
流活动和深入了解两国传统友好的历史，
他认识到青年一代应传承这份珍贵情
谊。“做越中传统友谊的传承者、做越中友
好合作的推动者、做越中关系未来的建设
者，我们青年人责无旁贷。”陶文新说。

“越南歌手杜氏清花还在中国中央电
视台《星光大道》节目中获得月度冠军。”
2017年访越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署名文
章中提到的这一细节，让杜氏清花至今难
忘。作为中越人文交流的参与者与受益
者，杜氏清花先后在广西和北京深造 7
年。在华学习期间，杜氏清花参与录制了

多个中国电视节目，并在学成回国后将
《春天的芭蕾》等中国优秀歌曲带上越南
艺术舞台。优美的旋律和美妙的声音，不
断拉近中越两国观众的心灵距离。杜氏
清花自信地说：“我会把更多优秀的中国
歌曲带到越南，也会把越南丰富的民歌资
源介绍到中国，为增进两国民间友好贡献
自己的力量。”

从烈日炎炎的河内，到冰天雪地的哈
尔滨，越南青年陈儒决在中国东北林业大
学先后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校教
师和同学们的热情，让这名越南青年感受
到温暖。完成学业回到越南后，陈儒决创
办了自己的中文培训机构，帮助更多越南
年轻人实现学习中文、到中国留学的梦
想。截至目前，已有2000余名越南学生在
这里学习后通过了相应等级的汉语水平
考试。他还帮助更多越南学生申请到中
国进修的机会。

今年 11月 1日，与越南老街省隔河相
望的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举办了云南省
边境幸福村体育嘉年华三人篮球赛，中越
两国青年以篮球为媒，结识新朋友。他们
还深入边境村镇，感受射弩、陀螺、爬花
杆、磨秋等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
魅力，在参与和体验中更多了解中国。

同一天，“同唱一首歌”中国—东盟青
年影视歌会在河内举行，中越两国青年学
生等约400人以经典影视作品为媒同唱一
首歌。中国电影《花样年华》《梁祝》《大鱼
海棠》的主题曲及《我家在云山》等越南经
典民歌婉转悠扬；伴着在越南热播的中国
古装剧《楚乔传》主题曲，越南国家歌舞剧
院舞蹈队舞姿曼妙；越南新活力民族乐团
则用中越两国民族乐器奏响《男儿当自强》
等中国电影中的经典曲目……河内大学副
校长阮进勇在致辞中表示，越中两国山水
相连，文化相通。越中青年通过交流两国
的影视歌曲，了解并学习彼此优秀艺术文
化，这将有助于越中青年们的友好交往，加
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关系发展。

从数千人参与过的中越青年友好会
见，到近万名青年代表参加的中越青年大
联欢，再到越来越多的两国年轻人选择学
习对方语言、赴对方国家旅行和留学、喜爱
对方国家的影视综艺作品，两国青年和人
文交流渠道不断拓宽，交往范围越来越广。

面向未来，两国人民必将进一步加深
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必将进一步增强对中
越友好历史的认识，必将更加深刻理解中
越关系“如手和足，如杵和臼，如根和茎，
如兄和弟”的历史与时代意涵，并从中实
现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

*** ***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中越不仅仅是

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更是具有战略意义
的命运共同体。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守望相助、携手前行。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越南革新开放处于关键期，中越合作
面临关键历史机遇。相信习近平总书记
此访必将为中越关系未来发展把稳政治
方向，丰富合作内涵，不断壮大社会主义
事业，守护好地区和平与发展红利，推动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人民日报记者 龚 鸣 张远南

今年是中国与越南建立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15周年。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
同志、好伙伴，中越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两廊一圈”对接，用足互联互通
便利条件，着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不断提升经贸投资合作水平，推动经贸
关系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两国人民福祉，
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双边贸易快速发展
一大早，中越红河公路大桥上就排起

了“长龙”，一辆辆满载越南榴莲的货车缓
缓驶向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河
口口岸。通关后，越南榴莲便从这里开启
进入中国市场的旅程。去年 7月，中国海
关总署发布公告，允许符合要求的越南鲜
食榴莲进入中国，越南榴莲对华出口迎来
大幅增长，给越南果农带来巨大商机。

从榴莲到火龙果、香蕉、红毛丹、西瓜
等，中越贸易的“果篮子”越做越大。越南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前 9个月，越南水果和蔬菜对华出口额达
2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0%，占同期越南
果蔬出口总额的65%。中越双方还同意推
动两国更多优质农食产品互供出口。

近年来，中越双边贸易快速发展。双
边贸易额已从 2000年的 24亿多美元增长
到 2022年的 2349亿多美元。中国连续多
年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越南是中国在东
盟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
国。除农产品外，越南计算机、电子产品
及零部件对华出口也增幅明显。

“中国和越南进出口商品结构互补性
强，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人
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许利平表示，贸易规模不断增长，

展现了中越经贸合作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通过一系列经贸平台，中越持续扩大

合作共赢的机遇。今年11月，越南作为主
宾国之一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越南咖啡、榴莲、大米、干果、手工艺品
等商品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据统计，每
届进博会，越南展台均吸引上万名中外企
业代表参观洽谈，越南参展商品在历届进
博会交易额达 5000 万美元以上。越南副
总理陈红河表示，进博会为包括越南在内
的全球企业提供了贸易、投资等多领域交
流合作的机会。

今年 7 月，中国石家庄—越南河内国
际货运班列首发，全线运输距离2700多公
里，每周开通一班，使两国优质产品更加
便捷地进入对方市场；9月，广西凭祥友谊
关智慧口岸开工建设，成为中越首个跨境
智慧口岸项目，双方将合作建设智能跨境
货运专用通道，实现货物24小时全天候智
能通关；不久前，中越平孟—朔江口岸正
式恢复通关，中越东兴—芒街口岸北仑河
二桥客运功能启用，助力中越乃至中国和
东盟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合作……

贸易畅通是中越经贸合作的一大亮
点。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表示：“未来，中
越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会越来越高
效。通过提升口岸通关效率、确保贸易畅
通，双方的‘软联通’也会进一步加强。”

投资合作成效显著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越投资力度明显

加大，在越吸引外资中所占比重逐年上

升，中越投资合作成效显著。今年 1—10
月，中国企业对越南全行业直接投资达
17.6亿美元，投资质量日益提高，契合越南
经济转型升级需求，高科技、信息通信、新
能源、绿色发展、电商物流等领域投资明
显上升，潜力巨大。

在越南首都河内，亮绿色的轻轨列车
穿行在高楼、民居之间，全程 13公里仅需
23 分钟。由中企总承包建设的河内轻轨
二号线项目，不仅大大节省当地居民出行
时间，带来绿色环保出行体验，还带动河
内的经济发展。

在越南中南部的宁顺海滨，中企运营
的正胜风电项目每年可为当地节约标煤
4.34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0.25万吨，不
仅缓解越南中部至南部联络线输电压力，
也为当地环境保护作出贡献。据不完全统
计，中资企业投资或承建了越南近70个风
电项目，为越南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力。

越南北江省对华交往合作密切，中资
企业在当地投资项目达 171个，许多中国
光伏企业在北江省建设了生产线。越南
北江省委书记杨文泰表示，中国是北江省
最大外资来源国，中方投资对北江省的发
展意义重大。北江省委省政府和人民高
度重视发展越中关系和对华各领域合作，
愿同中方一道，为不断扩大深化同中国各
有关省区市的合作、推动新时期两国关系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去年11月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指出，双方同意，积极探索绿色发
展、应对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领域交流
合作，打造更多中越合作增长点。许利平
表示，越南去年5月颁布了《至2030年创新
与科技发展战略》，要求提高高科技产品
产业附加值。中国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有经验、人才和技术优势，中越在信息通
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可以开展卓
有成效的合作。目前，不少中资企业在越
南投资开发清洁能源项目，两国绿色合作
空间广阔，不仅有助于满足越南发展面临
的电力需求，也有助于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熊波表示，中越正处在各自发展的关
键阶段，中方愿进一步加强中越经贸投资
合作，深化产业产能合作，推动双方数字经
济、绿色经济、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务
实合作，支持越南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区域合作持续深化
走进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团结村中心

站，各色集装箱有序堆放，印有“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集装箱十分醒目。龙门吊起降
不停，转运卡车来往穿梭，一列列国际班列
从这里出发，经广西钦州港东站，通过船舶
转运至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近年来，依
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越南与中国贸易不断
扩大，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越南工贸部驻
重庆贸易促进办公室代表阮俊玉说。

近年来，中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充分发挥地缘相近、产业互补优势，加
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

圈”对接，重点推进互联互通等战略领域
合作。在设施联通方面，两国陆、海、空、
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日趋完善，铁路、
公路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快规划推进。

越南总理范明政表示，越方重视与中
方的“同志加兄弟”友好关系，高度赞赏两
国经贸合作取得的成果，愿同中方加强

“两廊一圈”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推动铁路互联互通合作，提升边境口岸开
放水平。他表示，希望越南凭借地缘优势
成为东盟与中国之间货物中转及供应链
的重要一环。

中越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世界
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加强协调
联动。双方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携手推进中
国—东盟自贸区 3.0版建设，在东亚、澜湄
框架下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区域多边合
作持续深化。

越南工商会常务副主席阮光荣表示，
自RCEP生效以来，越中经贸合作不断加
强，希望继续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
建设和RCEP生效实施带来的新机遇，合
力深化越中经贸合作，为新时期越中经济
发展注入新活力。

越南工贸部部长阮鸿延表示，越南将
中国视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愿同中方
不断深化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框架
下的务实合作，持续提升两国和地区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表示，
中越经贸合作可以有效整合和利用两国比
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增强两国在区域和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同时带动区域内
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和转型，形成更加紧密
和高效的区域产业网络，有利于促进中国—
东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

做 互 利 共 赢 的 好 伙 伴
——中越经贸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