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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署名文章

中指出，中越命运共同体推进于

密切的人文交流，并提及德天（板

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正式运

营。这让越南高平旅游股份公

司跨国瀑布出入境业务负责人

许氏丽备受鼓舞。她说，合作区

每天接待大批两国游客，游客们

在领略美好风光的同时，也增进

了对彼此的了解。这种合作模

式不仅带动边境旅游发展，创造

大量就业岗位，还有助于巩固两

国传统友谊。

谈起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

章鼓励两国游客到对方国家“串

门”“打卡”，越南先锋青年解决

方案旅行社经理林氏顺十分激

动。“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体现

了中方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积

极意愿，为两国旅游业带来新机

遇。我们将抓住机会扩大市场，

设计量身定制的产品，加强与中

国伙伴的合作，为我们的客户提

供最好体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署名文章

中提到，中国影视作品、电子游

戏成为越南青年热议话题，带动

越南“中文热”持续升温。河

内国家大学中文系学生黎明映

对此感触颇深，因为她就是中

国影视剧的“粉丝”。“现在想

学 中 文 的越南年轻人越来越

多，许多中国影视作品在越南成

为‘爆款’。”黎明映说：“越南美

食，比如河粉，受到许多中国人

喜爱。”

越南著名将领洪水的外孙

女、越通社《越南画报》副总编

何氏祥秋在仔细阅读习近平总

书记署名文章后说，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讲好两国人民友好故

事，把中越友好接力棒一代代传

下去”，她对此感同身受。“多年

来，我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将越

南的风土人情介绍给中国朋友，

也把有关中国的情况讲给越南

受众。”在她看来，青年是传承

越中友谊的重要力量，两国民

众特别是青年应加强交流和学

习，“以实际行动为两国友好关

系发展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

新贡献”。

阮荣光曾多次参加习近平

总书记与越南领导人的会见，还

参与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越南文版翻译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让他感佩至深。“越

中两国不论面临怎样的外部风

险挑战，都要不忘初心，才能让

越中关系劈波斩浪、稳步向前，

从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

命运共同体。”（参与记者：胡佳

丽 赵旭 王贤思 伍晓阳 杜鹃 常

天童 刘秀玲）

新华社河内4月14日电

4月 14日，在赴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
发表题为《志同道合携手前行 继往开来续写新篇》的署名文章，指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
体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越南各界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署名文章中从鲜明的红色基因、深厚
的政治互信、丰厚的合作沃土、密切的人文交流等方面阐述中越命运共同体，指引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越命运共同体传承于鲜明的红

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中的

这一论述引发越南越中友好协会副主席

阮荣光共鸣。他说，越中两国都坚持共

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和宣传

红色遗址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凝结着

两国人民的意志，更象征着从群众到党

员的紧密团结”。

“今天一早，我读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署名文章。文字非常深刻，特别是对

越中传统友谊的描述。”82 岁的越南老

人陈明月早年曾在广西桂林育才学校求

学。她说：“这篇署名文章让我想起在

中国的难忘经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

给了我们真诚的帮助……我不能忘记那

里的每个人。”陈明月认为，有必要讲好

越中友好的红色故事，“让年轻一代充

分理解、维护和弘扬两国人民友好合作

的传统”。

曾在越南社会科学院工作过的文

学博士阮氏梅娟在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署

名文章后感触很深，就其中提到的“越

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有感而发写了

一首题为《越中情谊》的诗：“越中比邻

谊，共擎赤帜辉。六‘更’同奋翼，兄弟

挚心归。”

“两国元首频繁互访以及两国密切

互动体现出高度的战略互信。”河内外

语和技术学院中文系主任丁功俊十分认

同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关于“中越命

运共同体发轫于深厚的政治互信”这一

论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

访，也是他第四次对越南进行国事访

问，体现出他对深化两国睦邻友好、拓

展两国合作的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署名文章中指出，

中国将保持周边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和稳

定性，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合

作，共同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

“我十分认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

论述。‘亲’意味着睦邻友好，‘诚’代表真

诚相待，‘惠’强调互利共赢，‘容’彰显包

容互鉴。”越南通讯社国际部前副主任范

富福说：“近年来，国际与地区形势充满

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这一理念体现了

以和平为核心、以真诚为基石、以互利为

路径、以包容为胸怀的处世之道。”

“落实好两国政府关于共

建‘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框

架对接的合作规划”“推进越南

北部 3 条标准轨铁路项目合作”

“建设智慧口岸”“拓展 5G、人工

智能、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

作”……习近平总书记在署名文

章中关于加强中越务实合作的

论述，让越方人士充满期待。

“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与‘两廊一圈’框架在目标和方

向上高度契合，代表着越中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

有力推动两国实现互利共赢，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

好关系。”越南社会科学院东

南亚与亚太研究院越中关系研

究中心主任杨文辉认真研读习

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后说，目

前 ，双 方 已 在 标 准 轨 铁 路 项

目 、智 慧 口 岸 等 方 面 取 得 进

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为未

来更高效、更紧密的合作奠定

坚实基础。

越南工贸部工商发展投资

促进中心副主任阮伯海认为，铁

路项目合作将给越中物流合作

带来质的飞跃。“越中两国间的

铁路联通将使物流成本降低三

分之一甚至一半，并大幅缩短

越 南 农 产 品 的 通 关 时 间 。 同

时，越中国际联运冷链运输能

保障农产品的新鲜度，从而让

中国消费者享受到更加物美价

廉的美味。”

“从事越中花卉贸易多年，

我亲眼见证两国经贸合作越走

越深。”越南百蓝进出口有限公

司负责人阮翠云对署名文章中

提到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植根于

丰厚的合作沃土”有切身体会。

她自 2018 年起将云南花卉销往

越南，现在每月都往返于中越之

间。“越中推进越南北部 3条标准

轨铁路项目合作、建设智慧口

岸，对我们做跨境生意的人来

说，意味着交通更方便、合作更

紧密。”

越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

究》杂志前主编陈庆认为，中国

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

经验丰富、成就显著，这为双方

在铁路、公路运输体系发展方面

开展更大规模、更高效的合作奠

定坚实基础、提供重要机遇。

陈庆完全认同习近平总书

记署名文章关于“贸易战、关税

战没有赢家”的论述。他说，在

国际贸易中，各国经济相互依存

日益加深。但近年来，全球治理

体系面临严峻挑战，“越中两国

可以携手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

讲好红色故事
深化中越战略互信

加强务实合作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密切人文交流 续写命运与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