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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

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

“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

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在美

国旧金山之行中，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

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并

发表重要演讲，60 多次提到“人民”这个

词，深刻阐述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

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

深情期盼不断汇聚中美两国人民力量，

持续推进中美友好事业。

回望历史，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源

远流长。200 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

后号”跨洋过海首航中国。150 多年前，

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同美国人民一起，

铺设了横贯东西的美国太平洋铁路。

二战期间中美两国人民用血与火锻造

了“飞虎队情谊”；50 多年前，中美运动

员用“乒乓外交”拉开中美关系改善和

发展的历史序幕；“鼓岭之友”延续了百

年友谊佳话；费城交响乐团续写了跨越

50 年的音乐新篇……长期以来，中美人

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为促进中美关系发

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成为中美关系发

展的“粘合剂”。过去 50 年，中美关系发

展虽历经风雨，但中美民间的友好交往

从未中断。正是中美人民的双向奔赴，

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

“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

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

量、由人民来共同完成。中美友好就是

这样一项伟大事业。”长期以来，习近平

主席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中美民间交

往。他深刻指出，中美关系基础在民

间，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

方。在京会见美国各界人士，向“鼓岭

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等活动致贺信，

复信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

流协会”，在旧金山同他首次访美时的

老房东、延续了 40 年友谊的艾奥瓦州

友人等友好人士代表亲切会面、共忆往

事……习近平主席以真诚与真情亲自

推动中美民间友好往来，赢得两国各界

友好人士的深切认同。美国飞虎队家

族后人、鼓岭历史文化研究者穆言灵感

慨地说：“习主席与我们都是民间友谊

的积极推动者，特别感谢习主席提升了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重要性，这份

友谊关乎未来。”

在中方积极推动和双方共同努力

下，进一步畅通和持续推进中美人文交

流成为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主题。去年

11 月举行的巴厘岛会晤中，中美两国元

首达成共识，“同意中美人文交流十分重

要，鼓励扩大两国各领域人员交往”。在

刚刚结束的旧金山会晤中，习近平主席

提出中美要共同促进人文交流，鼓励和

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沟通，为中美关

系健康发展夯实基础。两国元首达成重

要共识，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促进

人文交流的措施，包括增加中美客运直

航航班，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优化签

证申请流程等。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

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表示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

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大部主任

沈昕表示，将从民间、地方、青年等不同

层面积极规划下一阶段工作，为中美关

系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和暖意。

事实表明，中美关系发展有着强大

的民意基础。两国虽然历史文化、社会

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都善

良友好、勤劳务实。自古以来，中国人

民珍视友情，重视交友之道，崇尚朋友

之间“以诚相待”“以心相交”，主张与人

交往“久而敬之”。中方高度重视并一

贯支持鼓励中美民间交往，中美人民之

间的友谊也必然随着岁月积淀更加深

入人心。飞虎队老兵梅尔文·麦克马伦

说：“在战争年代我们并肩作战，在和平

年代，我们也要做永远的伙伴。”“美中

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创会会长庄汉杰

表示，两国人民珍视彼此的友谊，心灵

互通可以跨越任何障碍，美中民间友好

“如参天大树，不惧风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的

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被关上。不论

形势如何变化，中美人民交流合作的根

本愿望不会变，中美关系走向光明的未

来也必然依靠人民。由衷期待两国人

民多走动、多来往、多交流，不断续写新

时代两国人民更多更美好的友谊新篇。

汇聚中美人民正能量
——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再出发（下）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整治“高空抛物”守护“头顶平安”
秦 睿

就在前不久，青海省首例高空抛

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海东

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经调

查，被告人马某某酒后因家庭矛盾泄

愤，故意从家中向窗外扔花盆，花盆砸

破窗户坠落至楼下商业步行街人行主

干道，造成人员恐慌，所幸未造成人员

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马某某的行为

严重危及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和财产安

全、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涉

嫌刑事犯罪，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将

面临 4 个月的拘役和罚款等处罚。

高空抛物是城市治理的痛点、社

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高空抛物致伤

致死的悲剧在多地发生。有数据表

明：一个鸡蛋从 4 楼抛下来就会把头

砸出肿包；从 18 楼抛下来就可以砸破

头骨；从 25 楼抛下可能致人死亡。真

可谓“你以为的垃圾，伤到人就是‘凶

器’”，治理这种城市顽疾刻不容缓。

一直以来，高空抛物“城市病”难治主

要在于两个方面：首要是“人”的因素，

有些住户素质不高，有些家庭对“熊孩

子”或精神疾病患者疏于监管等等；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空抛物案件取证

难、锁定肇事者难，违法成本低，肇事

者存在“抓不到、罚不重”的侥幸心理。

为加强法律惩戒，2021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

抛物”正式入刑。法律震慑力增强了，

加强预防和监管的源头治理同样也是

重中之重。有些人对高空抛物的危害

性认识不够、法律意识淡薄，甚至对他

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漠视，需要社

会各方加强普法宣传，让居民认识到

高空抛物需要付出的法律代价，多跟

孩子强调高空抛物的危害，培养孩子

的安全意识，负起家长的管教责任，从

案例中汲取教训、受到警示。社区和

物业应采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管，合理

设置安装监控、推出智能监测系统等，

“盯”住高空抛物，便于监督取证。

“高空抛物”只在一瞬间，但非常

考验治理能力。为了每个人的头顶安

全，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筑起高空

抛物的道德防线，对高空抛物形成人

人喊打的社会氛围，让高空抛物者无

所遁形。 来源：青海日报

从增加航班到扩大留学生交流；

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到恢复两军高层

沟通；从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到大熊猫

保护合作……

日前举行的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

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中美关系增添了稳

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不少

事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两国如何相处？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战略

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

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

意见，为中美关系把舵，这本身就是会

晤的重大成果。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中美元首会晤成果对于中美两国人民

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大礼包。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成果是多方

面的。两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两国

在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

事安全等领域开展对话合作。

每一项成果，都与两国人民的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在人文交流上，明年将大

幅增加两国间直航航班，鼓励扩大留

学生规模。对有志于到美国或者中国

求学的学子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

人振奋的好消息。

再比如，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

政府间对话机制。中美两国作为人工

智能大国，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推动人

工智能健康安全发展，将造福两国人

民，增进全人类福祉。

更多的航班、更多的货轮、更多

的留学生……

把合作的清单拉得更长，把合作

的蛋糕做得更大，给两国人民带来的

实惠就越多。

中美好，世界才能好。

中美元首会晤过去一周多了，不

少人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对话与协

商，这些争取与努力，能否拆除误读误

判的高墙，驱散中美关系的尘霾？

世界在期待。

中国讲究言必信、行必果，说了

就要做到。中美关系能否巩固向好态

势，关键在于美方能否遵信守诺，同中

方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

共识真正落到实处。

旧金山不是终点，而应该成为新

的起点、新的愿景。

这些成果令人期待
新华网记者 毕秋兰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

日前在深圳开幕，这是中国

为促进世界各国海上互联互

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搭建起

的国家级平台。海博会展现

出中国推动建设海洋生态文

明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

诚意，以及持续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坚定姿态。

海洋，是中国与世界各

国共谋未来发展的蓝色大舞

台。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将

海洋经济发展作为推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新增长

点，成为国际社会重要共

识。同时，全球海洋生态警

钟频频敲响，碳中和进程对

绿色航运、海上新能源开发

等的诉求，也督促各国为构

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当前，中国正坚定不移

全面扩大开放，深耕“蓝色

经济”高产田，海洋经济发

展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海

博会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观

察、交流、展示海洋经济发

展创新创造的平台，传递市

场资讯，汇聚发展动能，“海

洋经济风向标”作用愈加凸显，也展示出

中国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活力和吸引

力，以及作为负责任海洋大国的担当。

清洁、健康和多产的海洋需要全球

共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和经验分享至

关重要。海博会推动海洋开放合作、共

赢共享。众多涉海国家和跨国企业看到

市场新机遇，通过海博会纷纷加入“朋友

圈”，展示了世界各国加强海洋合作、完

善海洋治理的强烈愿望。

分享“蓝色技术”，培育“蓝色动能”，

才能为世界经济“蓝色增长”提供动力。

涉海产品、技术、资源交流展示，海上经

贸、投资、合作互联互通，中国海博会海

纳百川，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沟通的

桥梁，奏响海洋经济开放合作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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