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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欧洲

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这是中国

最高领导人同新一届欧盟机构领导人

的首次接触，是在中欧关系承前启后关

键节点上的一次重要战略沟通，为下阶

段中欧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

点。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

乱交织的背景下，中欧保持战略沟通，

坚定伙伴认知，扩大开放合作，维护多

边主义，符合双方根本利益，有利于推

动中欧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为世界

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此次通话展现了中欧双方相向而

行的积极愿望。去年，习近平主席对欧

洲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多位欧洲领导

人访华，双方高层持续深入战略沟通，

推动中欧以长远和战略眼光看待彼此

关系。此次通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国对欧盟抱有信心，希望欧盟也能成

为中方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科斯塔

也表示，欧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对话

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强化伙伴关系。

在中欧建交 50 周年的关键节点，双方

领导人保持战略沟通，发出了增进互

信、加强合作的积极信号，为中欧关系

更加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欧相向而行有着坚实广泛的共

同利益基础。中欧经贸合作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双方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维

护者，已经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

中国和欧盟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平均

每分钟贸易往来近 150 万美元，双方企

业持续加码投资对方市场。中欧班列

累计开行突破 10 万列，成为名副其实

的亚欧贸易“黄金通道”。中国和法国

积极扩大农食、金融等领域合作，推进

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等领域联合研发和

创新，拓展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第三方市场等新兴领域

合作；中国和挪威发表关于建立绿色转

型对话的联合声明；西班牙政府与中国

远 景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氢 能 合 作 协

议……中欧不断开辟合作新空间，互利

共赢的蛋糕越做越大，不仅惠及双方人

民，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当前，中国正坚持高质量发展，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欧合作迎来新机

遇。中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

入限制措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跨境

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

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

有序扩大开放，不断扩大免签范围，提

升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一系列务

实举措为中欧增进交流、深化合作注入

新活力。欧洲业界掀起一股“来华潮”，

不少跨国公司高管来华考察工厂、洽谈

合作。奔驰、宝马等欧洲企业均表示，

中国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增强了欧洲投

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中国贸促会

发布的《2024 年第三季度中国外资营商

环境调研报告》显示，超 41％的受访欧

洲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前景“好”，环比上

升 14.17 个百分点；约 48％的受访欧洲

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吸引力“上升”，环比

提高 5.42 个百分点。

中欧是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

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

大文明。50 年来，中欧关系不仅助力各

自发展，也为世界和平和繁荣作出重要

贡献。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

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

发，气候变化等挑战日益严峻，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

无减，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

更加凸显。中欧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只

要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坦诚对话，

就能推动合作、办成大事。国际形势越

是严峻复杂，中欧越要秉持建交初心，

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坚持伙

伴关系定位。中欧扩大合作共识、坚持

互利共赢，不仅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也

将为维护自由贸易、捍卫多边主义、应

对全球挑战凝聚强大合力。

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地

缘政治矛盾，是相互成就的伙伴，这既

是中欧关系发展的历史昭示，也是中欧

各界的主流共识。面向未来，中欧应总

结双方关系发展经验，共同维护好中欧

关系政治基础，推动中欧关系向好、向

前发展，为中欧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为

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

和确定性。

共同推动中欧关系向好向前发展
新华社记者 董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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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层 立 法 联

系 点 始 终 敞 开 大

门 ，欢 迎 人 民 群 众

积 极 参 与 立 法 ，共

同推动全过程人民

民主之路越走越宽

广。”1 月 16 日，广东

省十四届人大三次

会 议 第 二 场“ 代 表

通道”上，来自猎德

街道基层立法联络

站的省人大代表刘

涛 ，给 大 家 分 享 了

两个故事——

2024 年 ，在 制

定《广 东 省 促 进 港

澳青年在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九市就业

创业条例》过程中，

一位来自香港的年

轻 创 业 者 ，希 望 有

一本专门教港澳青

年在内地创业的政

策指导手册，最终，他的期待成为了

条例中的一项条款。同样，在制定

《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过程中，一

位科技工作者反映预算问题，条例

作出回应，省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投

入基础研究的比例应当不低于三分

之一，让科技研究人员不再担忧短期

经费问题，可以更加专注于长期的研

究目标。

基层立法联系点一头连着立法

机关，一头连着基层群众，不仅是吸

纳民意、汇集民智的重要工作机制，

也为群众有序参与立法提供了现实

有效途径，被群众形象地称为立法的

“直通车”。正如两个故事所生动揭

示的，基层群众的意见和诉求，可以

“原汁原味”反馈给立法机关，有益的

建议还能体现在法律法规中。2024

年，广东共审议法规、决定 24 件，通

过 18 件，其中通过各立法联系点收

集群众意见建议 2100 多条，让每一

部法律、法规都满载着民意。

在此过程中，“民意寓于立法，

立法顺应民意”的实践理念，也让百

姓真正感受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就

在身边、触手可及。截至目前，广东

已经设立 23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和 56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联络单位，包括了

在地域、行业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各

类单位。省人大不断拓宽群众参与

立法渠道，打通开门立法、民主立法

“最后一公里”，有力证明了全过程人

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

有完整的参与实践。

猎德街道基层立法联络站的故

事，只是省人大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

省域样板的冰山一角。在全省各地，

还密布着很多代表联络站、预算工作

基层联系点等，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共

同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静态基

层单元。目前全省还拥有 3 个国家

级基层立法联系点、1.2 万多个网上

代表联络站、200 多个网上基层立法

联系点、34 个预算工作基层联系点，

人大代表全天候在线履职成为常态、

人大工作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成为常

态、社会公众有序参与人大工作成为

常态，每一个小单元都成为听民意、

汇民声的重要窗口。

基层群众的意见是高质量立法

的“源头活水”。经常听一听群众有

什么感受、有什么意见，通过“最小

单元”以“小切口”推进“社会大治

理”，是全过程 人 民 民 主 的 生 动 体

现。今年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指出，“推进

基层立法联系点、预算工作基层联

系 点 、代 表 联 络 站 共 建 共 用 、融 合

发 展 ，更 好 嵌 入 基 层 治 理 体 系 ，发

挥 好 密 切 联 系 群 众 的 重 要阵地作

用”。在深化代表工作上加力提效，

进一步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

工作机制，将更好把基层单元打造

成群众身边的“民意窗”“连心桥”

“直通车”。 来源：南方日报

让压岁钱回归祝福本义
陈文杰

近日，广西一地倡议“压岁钱不

超过 20 元”，引人关注。

“压岁钱不超过 20 元”，这对于

早已习以为常的广东朋友来说，恐怕

都算不上新闻了。但作为一则官方

倡议，它如清流一般，让人眼前一亮，

也难怪受到追捧点赞，更有不少网友

借机喊话，希望可以全国推广。

网友之所以反应强烈，还是因

为苦“变味压岁钱”久矣。原本承载

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寓意辟邪避灾保

佑平安的“压祟”，如今在不少人眼

中，可能只看到“压力山大”的“压”

和“攀比心作祟”的“祟”了。前者是

逐年走高的红包金额，一个红包动辄

数百上千元，不仅让年轻人倍感压

力，也“压垮”了不少老人。后者则是

愈发变味的红包攀比，红包变成大人

们的“等价交换”，你给多少，我就回

多少。如此红包，年味少了，功利味、

铜臭味多了。

要 说 谁 对 变 味 了 的 红 包 最 无

感？一向低调务实的广东人可能最

有发言权。广东的压岁钱到底有多

务实？早前曾有人调侃，广东是“财

神爷都只能收‘一蚊鸡’利是”的神奇

地方。如今，广东红包在网上被不少

网友“实名制羡慕”。这一口碑的反

转，恰恰也说明人们观念的转变——

越来越多人明白红包本就是一种人

际礼仪的表达，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把金钱多少和情意画等号，不仅有可

能是自作多情，更会给他人徒增不必

要的烦恼。

过个年本该轻轻松松，压岁钱

也不该如此沉重，图个好意头就好。

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越来越多人看清

了压岁钱的走形变味，主动跳出来。

如有不少年轻人开始“整顿压岁钱”，

有的相约统一金额，只发小额红包。

有的约定“互免”，以自制小礼物代替

压岁钱。礼看似更轻了，但情意却更

重了。

当然，移风易俗是个系统工作，

要 扭 转“ 变 味 压 岁 钱 ”无 法 一 蹴 而

就。若是像“压岁钱不超过 20 元”这

般倡议再多些，压岁钱回归本意便为

期不远。 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