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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收留友人遗孤

大英博物馆的书画江湖

黑白照片中的淮海路

被“奸”名遮蔽的蔡京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3月中旬以来，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三个城市群出现“互
访热”。多地党政代表团到周边
省市考察学习，并且均由党政

“一把手”带队。
在京津冀，北京市党政代

表团在3月17日至18日分赴天
津和河北考察，河北省党政代
表团在3月22日到天津考察。
在长三角，上海市党政代表团
于3月16日至18日先后赴江苏、
安徽、浙江学习考察，江苏省党
政代表团随后于3月20日至23
日前往上海、浙江、安徽学习考
察。在粤港澳，广东成为广西
和贵州考察学习的共同目的
地。广西、贵州党政代表团分
别于3月17日至18日和3月23日
至25日前往广东省。

三大城市群内互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通过对
近30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地
方党政代表团在5年间赴其他
地区考察学习的数据进行分

析，他发现，中国城市之间的政
策学习越来越明显，集中表现
为考察学习的次数逐年递增。

他说，党政代表团赴其他
地区考察学习是一种较有特色
的政策学习，因为党政主要领
导亲自参与对接，政策学习的
效果更加明显。

不过，相比往年的考察学
习，这一轮互访更为特殊。今年
是换届之年，率领地方党政代表
团互访的几乎均为新上任的党
政“一把手”。此外，据马亮此前
的调查，地方政府考察学习的密
集期通常是5月-8月，因为夏季
地方政府的灵活时间相对充
裕。但这次，各地党政代表团都
是在全国两会结束之后就马不
停蹄地开启考察学习。

马亮认为，这是因为今年
是疫情放开后加紧发展经济的
关键之年，“所以各地都铆足了

劲希望大干一场，也自然会催
生时不我待的互访需求”。

这一轮互访还有着“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的大背景。在
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召开的总结
交流会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
星就表示，各地各部门要“大兴
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既
要认真学人之优也要切实扬己
之长，既要扎实补短补弱也要
努力变弱为强。

另外，这一批党政代表团互
访相较以往，还有个鲜明的特点，
即就近原则和区域一体化特征，
也就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
地区的内部省份互访。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
这三个城市群对于中国经济发
展尤其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主任刘治

彦指出，京津冀是环渤海经济
区的核心，且能辐射东北和西
北；长三角是长江流域的龙头，
对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有一定
的示范和拉动效应；而粤港澳
对周边的福建、广西、海南、贵
州等省份都有拉动作用。

正如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陈耀所说，各地党
政“一把手”新上任之后，为了贯
彻落实国家的区域重大战略，需
要互相熟悉，当面沟通新一届政
府的发展思路。另外，新的环境
与条件也在促使中国调整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需要党政“一把
手”进行更多的沟通协调。

科技创新成重要主题

从京津冀、
长三角再到粤

港澳，尽管各地党政代表团的
考察学习目的地存在差异，但
也有明显的共性，“从考察主题
来看，背后都是经济驱动，致力
于通过跨地区合作来推进经济
增长。”马亮说。

马亮说，和过去相比，这一
轮党政代表团互访考察主题更
加聚焦和精细化，而不是大而
化之，体现出考察的针对性和
靶向性更强。具体来看，在经
济发展这一考察学习内容中，

“科技创新”成为所有党政代表
团都极为重视的考察主题，大
量考察行程与其紧密相关。陈
耀表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通过互访来加强创新
资源要素的流通，推动创新主
体之间的合作，对于各地的创
新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途径。

3月18日，北京市党政代表
团在天津考察时，专门前往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其是京津
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的重要平
台，累计注册企业突破4000家。

（下转第8版）

全国两会闭幕后，西班牙、
马来西亚、新加坡、法国以及欧
盟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
导人纷纷访华。中国在这个播
撒希望的春季迎来又一个外交
热潮，书写下新时代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新篇章。

共迎全球挑战

北京又一次成为令人瞩目
的世界“会客厅”。不到一周时

间里，国家主席习近平接
连会晤西班牙首相桑切
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
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这再次印证了“中国外交
已经按下‘加速键’，吹响

‘集结号’”。
在埃及阿拉伯研究院

国际关系教授哈迪尔?赛
义德看来，各国当前面临
着疫后经济复苏乏力、乌
克兰危机持续升级等一系
列共同挑战，很多国家希
望能和中国携手应对这些
问题，并通过开展合作，从

中国的治理经验中寻求启迪。
西班牙《国家报》刊登的评

论文章写道，当今国际关系“正
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动荡和危险
的时刻之一”。西班牙即将担
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此时与中
国进行最高级别的对话，商讨
应对世界的紧张态势，是一件
积极的事情。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越
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德国、古

巴、蒙古国和老挝等多国领导人
曾密集访华。这些领导人访华
各有侧重和关切，但均传递出一
个清晰信号：愿与中国加强沟通
交流，为未来全球和地区发展开
拓合作空间，为当下全球挑战与
困境寻找解决方案。

去年9月以来，习近平主席
也多次出访：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撒马尔罕峰会并对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出
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印尼巴厘
岛峰会，出席在曼谷举行的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
对泰国进行访问，出席在利雅得
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
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
事访问。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对
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
就相关重大问题进行了长时间
深度战略沟通。

“中国的外交热潮表明，这
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正不断增强。”法国新闻电台在报
道中说，除亚洲、欧洲国家外，不
少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政要也
表达了访问中国的意愿。

开拓发展机遇

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合
作”“发展”是外国领导人口中
的高频词。“西班牙愿与中方保
持坦诚沟通和对话，不断增强
互信，深化双边互利合作”“马
方愿同中方加强双边经贸合作
和‘两国双园’建设，借鉴中方
减贫经验。”……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
平稳转段，中国经济呈现企稳
回升态势，多个国际机构纷纷
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
期。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3年年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中国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今年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超
过三分之一，将为其他国家提
供重要机遇。

近一段时间，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2023年年会、博鳌亚洲
论坛2023年年会相继举行。“经
济复苏：机遇与合作”“不确定
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
包容促发展”，两个年会的主
题，表达了中国愿与各国同舟

共济、携手开创发展新机遇的
诚意与决心。

在同马克龙总统共同出席
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闭幕式时，习近平主席说，中国
将加快开拓国内市场，同时大
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
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愿同包括法国在
内的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式现代
化带来的新机遇。

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坚定不
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
现代化，将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
的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新机遇。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
斯?阿德希尔说，各国政要密集
访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中国始终被视为世界经济的重
要推动者和稳定器。

瞩望解决之道

4月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长秦刚、沙特外交大臣费萨
尔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并
排站立，三双手紧紧叠放在一
起。 （下转第2版）

大国外交涌动“春之潮”

?张馨予?多地党政“一把手”密集互访背后

4月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州
市松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

4月11日，巴西总统卢拉（左）启程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副总统阿尔克明送行

左：3月18日，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来到天津港，察看智慧港口建设和规
划运营等情况；右：3月22日，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参观考察安徽创新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