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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博鳌时间”。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000 名代表汇

聚一堂，围绕“在世界变局中共创亚洲

未来”主题，紧扣当今时代重大课题和

挑战，话合作、谋发展。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深刻演变，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加剧，给

世界稳定和经济复苏带来更大冲击。

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同舟共济。正所

谓，“水涨荷花高”，只有合作共赢才

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

共促合作，需要重建信任。今年

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要和平、要合作、要团结、要

发展，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博鳌亚洲

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说，“只有凝聚共

识，才能有效应对挑战”。当下，各方

更需增进互信、加强对话，坚定维护和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朝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共促合作，需要务实行动。从人

工智能治理到数字经济应用，从区域

经济一体化实践到自贸港建设路径，

论坛发挥政、商、学界有机结合的优

势，积极发掘增长新动能，探寻合作新

机遇。今天的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各方更应坚

持行动导向，深化多领域互利合作，以

高效务实的行动承担起全球增长稳定

器的重任。

共促合作，中国的承诺和行动一

以贯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

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论

坛年会上，中国政府释放扩大高水平

开放的积极信号。13 家外资企业获

批经营增值电信业务、《2025 年稳外

资行动方案》发布、五部门联合印发

文件进一步推动自贸区在金融领域

的制度型开放……中国以实际行动拓

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与之相应的

是 ，众 多 跨 国 企 业 高 管 掀 起“ 访 华

热”，并作出在华发展、与华共进的承

诺。这个春天，这样的双向奔赴为世

界经济增添了暖意。

以团结纾发展之困，以合作求共

赢之道。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各国同

心协力、携手前行，定将共创亚洲和世

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世界大变局中共促合作
新华社记者 周圆 王存福

近日，第 11 次中日韩外长会、第

六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日外长会

见等接连在东京举行。中日韩外长会

就共同维护好中日韩合作势头达成一

致。中日经济高层对话达成二十项重

要共识，丰富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

经济领域的内涵。中日外长会见就推

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达成共识。

一系列活动延续了近期中日关

系改善的势头，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注入新内涵开阔了思路，再次确认了

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对两国和亚洲和平

繁荣的重要意义。

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需要着

眼大格局。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放眼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世

界经济增长乏力。战争与和平，合作

与对抗，团结与分裂……何去何从的

抉择，关系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考验

当政者的政治智慧。

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关系意

义超越双边范畴。面对充满不确定

性的国际局势，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

远，不仅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也必

将有利于地区和世界。中日和平，则

地区稳定可期；中日合作，则地区繁

荣 可 期 ；中 日 友 好 ，则 地 区 和 谐 可

期。双方应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

共识，坚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增信

释疑、凝聚共识，维护两国关系正确

方向，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

边关系行稳致远，为两国和亚洲和平

繁荣作出贡献。

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需要把

牢大方向。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规定了两国

关系的大方向。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

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

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

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

重要标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历史

和台湾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必须严格

履行，不应模糊倒退。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载明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规定应

予严格遵守，表明声明连同条约一体，

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两国关系指导

文件，必须一同恪守，不容歪曲破坏。

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来之不易，维护

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尤为紧要。

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需要运

用大智慧。

远亲不如近邻，与邻为善，以和

为贵，讲信修睦，求同存异……这些充

满东方智慧的谚语格言，与“修昔底德

陷阱”“零和博弈”等“霸道”话语形成

鲜明反差，至今仍对邻国相处之道具

有启示意义。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日本应当最

了解，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力量，讲信

修睦的邻邦。上千年来，中国给日本

带 来 的 ，从 来 都 是 机 遇 ，而 不 是 威

胁。当前，国际秩序变乱交织，人类

文明发展面临种种挑战。面对历史

大变局，什么是为邻之道，什么是大

势 所 趋 ，日 方 有 识 之 士 应 当 深 思 熟

虑，从善而行。中日同处东方，文脉

相通，利益相融，应率先弘扬和践行

亚洲价值观，凝聚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智慧，共绘文明交往新图景、共

塑文明发展新秩序、共筑文明美好新

家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

入更多正能量。

以大格局、大方向、大智慧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新华社记者 冯武勇

按照党中央部署，当前全党上

下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这是巩固深化主题

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密

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

础的必然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领

导干部务必认真严肃对待。

“有些领导的手电筒只照别人

不照自己”“问题总是客观的，错误

总是别人的”……这些形象的说法，

折 射 出 一 些 领 导 干 部 眼 睛 盯 在 下

属，只对别人提要求、把自己置身事

外的作风问题。要切实把制度的刚

性拧进“关键少数”的灵魂深处，通

过把自己摆进去，为普通党员树立

鲜明导向。

抓 住 领 导 干 部 这 个“ 关 键 少

数”，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

要着力点。中央八项规定开宗明义

提出，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

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

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党中央

率先垂范，把自己摆进去带头做起，

其他各级领导干部有什么理由不躬

身入局？各级领导干部应带头向党

中央看齐，对照规定找准本地、本单

位的实际问题，拿出针对性的改进

措施，为广大党员作示范。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十多年来，

党的作风建设成绩有目共睹，但滋

生“四风”和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并

未根除，改进作风仍需久久为功。

面对顽瘴痼疾，尤其需要作领导者

以刮骨疗毒、猛药去疴的勇气，带头

将作风建设进行到底。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好

头、领好路，是有力的表率，更是无

声的力量。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新华社记者 刘阳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吃到嘴里的东西，你

真的知道是什么、有哪些

成分吗？对“吃货”们来

说，最近有个好消息，那

就 是 被 称 为 食 品“ 身 份

证”的食品标签，将对消

费 者 更 友 好 ——3 月 27

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发

布，对食品标签标示要求

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并设

置 2 年过渡期。

预包装食品，就是预

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

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除

了生鲜等，我们日常购买

的绝大部分食品都是预

包装食品。预包装食品

标签，是消费者了解食品

配料表、保质期等信息的重要途径，不

仅关乎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更关

乎食品安全。

从最近被热议的“千禾 0”商标说

起，走进超市一看，货架上标识有“零

添加”“0 防腐剂”等类似宣传语的食品

不少。这是因为不少人认为“食品越

是纯天然就越健康”，于是不少商家采

用“零添加”营销策略吸引消费者购

买。但实际上，正是食品添加剂的存

在，才使得食品的生产、储运和流通得

以正常进行，现代食品工业中，完全不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几乎不存在。

就算真是“纯天然”，也并不代表一定

更健康。商家宣称某产品不添加 A，实

际添加了 B 作为替代品，“选择性归零”

充其量只是文字游戏，利用并强化了

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的错误认知。新

标准明确规定，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

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词汇及其同

义语对食品配料进行特别强调，终止

了部分商家的文字游戏，就会少一些

消费者被误导。

除了帮助消费者在知情情况下作

出选择，食品标签还有助于保障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新标准实施后，我国

食品标签将要求强制标示致敏物质信

息，能够降低食物过敏的发生概率；针

对婴幼儿群体的特殊要求，合理设置

指标和范围；保质期以到期日的形式

标示，消费者不再需要自行计算保质

期……一系列贴心举措在更好保障食

品安全的同时，也能引导公众健康饮

食，无疑是一大进步。

光是标准优化还不够，落实水平

也要同步提升。近年来，食品配料表

造假、缺失的案例不少，网售食品、网

红食品问题突出。此前，网红食品“蜡

瓶糖”被检出有害物质，然而配料表弄

虚作假，有的商家甚至还提供了安全

检测证书。消费者取证成本高，基层

执 法 力 量 不 足 ，令 不 少 商 家 有 恃 无

恐。有律师还提到，“私房菜”“手作食

品”等产品，常以“初级农产品”名义规

避预包装食品要求，类似挑战需要引

起重视。

当 预 包 装 食 品 标 签 不 再“ 躲 猫

猫”，购物不再像“开盲盒”，吃得安全、

健康就“只欠东风”——那就是消费者

学会正确使用食品“身份证”，科学选

购，健康饮食。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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