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特稿
2019年 3月 24日 星期日

www.jfdaily.com

视觉设计：朱伟

本报社址 ：上海市延安中路 816 号 电话 ： 穴 ０２１ 雪 22899999 邮政编码 ： 20004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３１ － ０００１ 上海市印刷 ：上报集团印务中心 电话 ： 穴 ０２１ 雪 56082146

驻京办事处地址 ：北京市北河沿大街 49 号 电话 ： 穴 ０１０ 雪 64043655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０9 定价每月 ： 36 ． ００ 元 今日零售 ： 2 ． ００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 ３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４

白熊坪保护站第二届研修生在巡山。 顾伟龙 供图

自然保护区里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杨书源

保护区为何留不住年轻人才？这是
刁鲲鹏写的文章标题。今年 2 月，这样
一篇关于环境保护的网文， 毫不躁动，

理性分析，却出乎意料地火了。

1989年出生的刁鲲鹏，在白熊坪保
护站实习、工作共 10年。2014年他从中
科院硕士毕业，攻读领域就是大熊猫研
究。

大熊猫，在四川唐家河当地人的土
话里叫“白熊”。但即使是在这个以大熊
猫栖居地闻名的白熊坪保护站，也并非
每位工作人员都见过大熊猫。任白熊坪
保护站站长的刁鲲鹏说自己“见过那么
几回”。

上世纪 70年代第一次大熊猫调查
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唐家河由林场改
建成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为国家级保
护区。目前，我国有 474 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自 2014年起，唐家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
作，共建共管位于保护区最深处的白熊
坪保护站。这个站点成为中国第一个社
会公益型保护站，建站初衷就是拓展科
研与保护之间的桥梁。从此，从不同城
市慕名而来的年轻人络绎不绝。

人来得多，走得也多。刁鲲鹏对记
者说，他似乎仍未找到明晰的答案———

保护区究竟该怎样留住年轻人才？

“与天地自然做邻居”

动物医学在读博士潘世玥曾在白
熊坪保护站工作过一年，只见过 1次大
熊猫。那一次，被送来救治的大熊猫平
平“快要不行了”。

1992 年出生的潘世玥在保护区的
身份是“研修生”，这是刁鲲鹏担任站长
后在白熊坪首创的志愿者机制，即保护
站公开向全社会招聘科班出身的年轻
人全天候驻站一年。“因为从入职的那
天就已经定下了离职的日子，所以研修
生不需要考虑上升空间，也不用纠结编
制问题。”刁鲲鹏觉得，他采用的是反其
道而行的模式———既然保护区留不住
青年人才， 三五年之后就集中离职，那
索性吸引人才、成就人才，而不刻意“留
住”人才。

白熊坪保护站招募研修生的帖子，

文字活泼———“与天地自然做邻居是一
种怎样的体验？”“这里海拔 1868米，人
迹罕至，坐拥天然氧吧，盛夏的时候没
有酷暑” ……说的都是保护区的好，清
苦却透于字里行间。

保护区管理处 2017年入职的年轻
姑娘陈诗颖说自己真的是哭着进山的。

坐在一辆座椅颜色斑驳的城乡大巴上，

望着满眼的山，情绪很低落，这和她想
象的“省厅级事业单位”不一样。

上班忙得连轴转， 可回到宿舍，盯
着天花板， 印入她脑海的就是几句话：

以后的婚姻怎么办， 交通医疗怎么办？

陈诗颖给自己想了一个消遣办法：在网
上大量购入各种类别的书，甚至包括教
学公文写作的书。她还特地搜寻了一些
专门教人“在孤独环境里成长的书”。

记者采访那几日是晴天，白熊坪保
护站的漏雨屋顶正在抓紧翻修。那是一
座 2层小木楼，一楼门口堆着取暖的炭
火， 几块太阳能发电板排得整整齐齐。

刁鲲鹏忆起他来保护站的前几年，全靠
水力发电， 一到冬天河里结冰常常断
电，一断电就是两三个月。即使是有电
的日子，保护站里也带不动大功率制暖

电器，二楼连煤炉这类取暖设备也没
有。“山里最冷时，零下 20多摄氏度，

取暖全靠抖。”他笑着说。

如今，保护站装上了 WIFI信号，

只是手机信号仍很弱，站里的人笑称
“这里能上网，不能打电话”。

“大部分保护区都是风景秀丽的
世外桃源，然而，壮美的大山大河也
意味着荒凉与偏远。有时，为了尽量
减少干扰，一些关键保护区刻意不修
公路，在这样的地方，物资补给只能
靠马驮，人员出入只能靠走。”刁鲲鹏
在他的 《保护区为何留不住年轻人
才》中写道，“2012年到 2014年间，我
在一个保护区搞野生大熊猫研究，我
们住的地方离最近的公路有 9 公里
山路，走到公路之后，再到最近的城
镇也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保护站站
员们每 20天轮休一次， 我们研究人
员为了减少路上的时间损耗，2 个月
才出一次山。”

在这个几乎人人进城的时代，年
轻人要在远离城镇的深山中坚守，自
然很苦。

然而，不怕清苦，这就够了吗？

“动物才是主人”

“你们来保护站做志愿者， 是想
通过这个经历获得什么？” 在研修生
笔试后的面试中，刁鲲鹏问了面试者
同一问题。

为申请相关专业研究生积累项
目经验，或为以后从事相关行业打基
础，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答案。而不能
接受的答案是什么？曾经有位研修生
申请者，来保护区居然是为了“安静
避世，排遣苦闷”。

潘世玥参与的那次笔试、面试之
后， 留下了 4位候选者。 刁鲲鹏把 4

个人都带到保护区“预适应”，这是最
后一轮的淘汰。

“这里不是动物园， 不要对保护
区里的动物产生猎奇之心。我们是这
片自然的客人，动物才是主人。”刁鲲
鹏来镇上接 4个人的第一面，在一家
散发着花椒油香味的小菜馆的露天
塑料椅上开了第一课。 素来随和的
他，脸上没有笑容。

和潘世玥同届的另一位研修生
晓鸥记得， 她第一次进入保护区时，

车子一直颠簸在碎石路上。她困惑为
何不在保护区里铺上平整的水泥路，

刁鲲鹏的答案具体细致———水泥路
地面昼夜温差过大，如果是在夏季温
度最高时段，昆虫爬到水泥路上会被
烤干，另外也是为了防止到了晚上大
型动物趴在水泥地上睡觉遭遇低温
侵袭。

后来，潘世玥她们感受到了这几
乎是保护区运作的“黄金守则”。比如
保护区附近的人居之外都不设围栏，

可避免人为的遮挡物阻碍动物的行
进路线。即使是在游客汇集的唐家河
大酒店，也是如此，在无处不在的入

住提示上都写着警示语：“夜间有羚羊
出没，请勿单独出行；出门请关紧门窗，

以防猴子进入。”

唐家河并非是全封闭的自然保护
区。它分为 3 个地带：实验区、缓冲区、

核心区。从实验区到核心区，有 4 道闸
口，防止游客闯入高海拔动物栖居的核
心地带。

深夜， 驶向保护区的车上车窗紧
闭，保护站的顾伟龙把车开得很慢。“进
保护区该注意些什么？”记者问刁鲲鹏。

他轻描淡写玩笑了一句：“只要不被 400

公斤的牛羚用角顶伤了就行。”

1989 年出生的顾伟龙从医学院毕
业，他来保护区时开来了私家车，换上
了最坚实的底盘，但依旧无法一路爬坡
开进保护站。一年下来，他开车的公里
数从 10 万公里变成了现在的近 20 万
公里。

潘世玥她们在保护区“预适应”2个
月后，4人中的一位女孩被劝回。理由是
女孩有些内向， 和其他人沟通不多，这
很可能成为日后野外工作的不定时炸
弹。

保护区有前车之鉴———在第一批
研修生中， 曾有一位寡言少语的男生，

在一次集体活动时独自留在站上，夜晚
又违反保护站出行规则独自上山散步，

之后也被劝退了。

团队合作精神， 在这片深山中，也
属于“必备技能”。

“局外人”

白熊坪保护站所有人在巡山路过
草甸时， 都要带上一根长棒子敲敲打
打，正所谓“打草惊蛇”，用以避免毒蛇
突袭。

这是保护站 4 位本地工作人员教
的。 副站长杨俊有些兴奋地对记者说，

包括他在内的 4位本地人，其中 3位都

当过兵， 每次巡山速度是其他人的 3

倍，“在体力方面，他们肯定不如我们”。

“他们” 指的是刁鲲鹏和一批批来
自城市的研修生；至于“我们”，则是早
于刁鲲鹏他们进入保护区的管理处临
聘人员，没有正式编制。

的确，没有谁比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更熟悉保护区的土地。 每一次巡山，通
常都由一位本地队员沿着野生动物留
下的模糊脚印向前，刁鲲鹏他们则跟在
后头，兽迹一点点被这一小队人马开拓
为人迹。

巡护任务听上去并不复杂———57

平方公里的站点范围，包括 7条日常巡
护线路和 11 条季度监测线路的巡护，

日常线路需要 2 位站员带着干粮走一
个白天，而季度监测线路的巡护动辄要
在野外两三周。

然而，在上山之外，本地工作人员
多少觉得和外来的城市青年有些距离
感。生活琐事，也时有摩擦。本地队员都
有早起吃早餐的习惯，但一些外来年轻
人没有早起习惯，早点被浪费，本地队
员心有不快；轮流做饭时，有时大学生
们“鸡蛋饼里的鸡蛋打得太多了”，本地
队员也会有些心疼。

每当微妙的分歧发生时，刁鲲鹏总
是对外来者提出要求： 不要当面冲突，

凡事多忍让。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地人和
外来者彻底融合？或许是从一只受重伤
的斑羚开始的。

2015年， 保护区一位村民来电，说
是唐家河大酒店附近发现一只斑羚在
沟边一动不动。 等保护站的人赶到时，

斑羚已经因为体力透支前肢跪下。一行
人把斑羚带回保护站，潘世玥初步判断
它得了肺炎，为其注射抗生素。然而，这
只斑羚依旧没有挺到天亮。

从那以后，各站的工作人员不管在
哪儿遇到受重伤动物，都会带去白熊坪

保护站医治。这一场场救治，逐渐改变
了本地队员的观念。曾几何时，无论是
他们的父辈，还是他们年少时，都以打
到稀奇猎物为谈资。即便成为保护站的
工作人员，也从不认为野生动物受伤是
需要医治的。

当地人渐渐明白了，刁鲲鹏他们爬
山比不上自己，却在做着“对保护区有
用的研究”。

这个老牌保护区的本土生活常识
和思维惯性，在这群“局外人”的融入中
发生改变。

“年轻人10个里有9个想走”

“选择离开保护区， 不仅是因为自
己研修生期限已满，还因为我不知道留
在保护区凭借自己的能力再为动物多
做些什么。”这是潘世玥的困境。

研修生即将期满时，潘世玥被一个
问题问倒了。提问是：对于一个保护区
而言，究竟个体保护还是群体保护更有
意义？

那是一场白熊坪保护站研修生在
成都举行的“毕业分享会”，提问者是一
名生态学专业的学生。

潘世玥记得，她救助过一只后腿几
乎残疾的豪猪，由于保护区当时动物救
助水平有限， 需要去城里的宠物医院。

可保护区领导斟酌再三还是决定放弃
治疗，原因是：豪猪的动物保护级别不
高。换句话说，救助一只豪猪对于维护
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意义不大。

“作为动物医学专业的学生， 我当
然应该去救治每一个个体……”潘世玥
渴望自己站在更高处去理解并换位思
考，却发现很难做到。

不仅是这些年轻的研修生们，就算
是在保护区管理处和风景区管理局获
得正式编制的年轻人，在这处封闭环境
中，也有自己的精神困惑。

“现在保护区无论哪里电脑坏了，

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很多人误解我
和镇上电脑维修店老板的工作差不
多。”在保护区信息中心分管信息化建
设的吴澜今年 29 岁，是四川人。他刚
考进保护区时， 在领导支持下大胆创
新， 单枪匹马建起一套在当时保护区
体系里颇为先进的工作数据监测系
统， 不少外单位的人都组织学习。但
这几年， 一成不变的系统维护生活让
他觉得像一潭死水， 相比一起毕业的
同学， 他觉得自己跟上技术迭代的速
度已有些吃力。

“这里的年轻人，10 个里有 9 个都
有过想走的心思， 剩下那个没走的，要
不是对动物保护有绝对的热爱，就是暂
时还没想好去哪儿的。”吴澜说。

学野生动物保护的俞丹莉一直认
为保护区就是最适合她个人事业成长
的土壤，可随着她与当地保护站站员贾
飞德结婚后女儿的出生，她有了前所未
有的焦虑———镇上教育质量不好，如果
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孩子的未来应该如
何计划？

就连土生土长的青川人贾飞德也
说自己动过离开的念头，“2015年，我觉
得自己爬了无穷无尽的山，最久的一次
在野外呆了 13天，体力到了极限……”

守山

今年是潘世玥离开保护区的第 3

年。 每当在大学实验室里熬到深夜时，

她时常会想起 2015年 7月刚去保护区
的那个夏天被桃子香气吸引而来的那
群猴子。

潘世玥喜欢吃桃子，和同事们在屋
里围着吃了满满一盆桃子后，堆放在门
口垃圾桶边的桃子核引来附近一群藏
酋猴。

那时保护站里人声寥寥，她却觉得
热闹有趣。潘世玥想过博士毕业后重回
保护区，不过，她也感觉孤独———身边
志同道合的人太少了。

她跟随学习的导师的研究领域，其
实主要就是野生动物的医疗救治，但她
的同门师兄弟们大多还是会选择去大
城市的宠物医院、研究中心工作。因为
动物医学研究的确需要更加尖端的科
学实验环境和一起交流的同层次人才，

自然保护区不是好的选择。

现在，潘世玥最感兴趣的课题是动
物医学中的麻醉课题。 她告诉记者，她
脑海里总在假设，如果当时救治斑羚时
掌握了更多麻醉技术，它或许当晚情绪
会更稳定， 可能也就会更好地接受治
疗，存活下来。

唯一留下来成为白熊坪保护站常
驻成员的研修生， 只有顾伟龙一个人。

作为地道的北京男孩，他总是会在保护
站的厨房里放一罐炸酱。每当保护站吃
面条时，别人拌的是四川辣酱，他则拌
上一筷老北京的味道。他说，保护区里
的日子更接近于他想要的生活，但他同
时也认为，保护区的根基，终究还是那
些和这片土地有感情的当地人。

顾伟龙带着记者出山时，在实验区
和缓冲区的闸口附近遇见一位挥手示
意的老人。顾伟龙介绍，这是他在保护
区里非常敬佩的老站长张忠怀， 一直
坚持在各个基层保护站轮换工作，每
天早晨 6 点天色未亮时就把年轻的站
员们叫起床准备巡山。“现在为了规范
巡山， 保护区在站员身上安装自动定
位系统。 老张永远是那个最快爬到终
点的。”

这群年轻人来白熊坪的这几年，正
是国内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迅速推进的
几年。生态文明试点区、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试点、 绿色发展指标体
系、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各项工作逐
一推进。

2019年，唐家河保护区和北京山水
自然保护中心对白熊坪保护站的共建
项目即将结束，但刁鲲鹏觉得自己和伙
伴们的未尽之事实在太多。

他想和顾伟龙建成一个全新的保
护机构，专注于为全国各个自然保护区
输送专业对口的年轻人以及相对成熟
的工作经验。他希望这个机构的第一站
和永久驻站，依旧是唐家河的白熊坪保
护站。

“原本我把年轻人带到保护区，以
为仅仅是保护区需要年轻人，但是后来
发现，保护区的环境，也能够让年轻人
成为被培养的对象。” 刁鲲鹏觉得这是
他在白熊坪收到的最好礼物。

并肩前行 一道播种合作新希望（上接第 1 版）

我带着对中法
关系的殷切期望而来。这份期望来自中法建
交 55年来的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更来自两
国关系所蕴含的深厚潜力和美好前景。

———两国关系前行的步履更加稳健。我
同马克龙总统多次会晤、通话、通信，建立了
良好工作关系。 双方政治互信更加深入，高
层往来更加频繁，通过战略、经济财金、人文
等 3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开展了高质量的沟
通和协调。我们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共识进一
步增多，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开
展良好合作，共同推动和平解决地区热点问
题，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
作用。双方携手推动达成和落实历史性的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
作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

———两国共同利益的蛋糕越做越大。在
短短 5年时间里， 双边贸易额增长 130多亿
美元，双向投资总额超过 200亿美元。法国牛
肉等优质农产品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
喜爱。 两国合作建设的台山核电站 1号机组
已成为全球首台商业运营的 EPR机组。中法
英三方合作旗舰项目———欣克利角核电站项
目顺利起步。中法海洋卫星成功发射。在可持
续发展、金融、医疗卫生等领域，双方合作潜
力不断释放，第三方市场合作方兴未艾，意味
着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正在顺利推进。

———两国友好的根基不断加深。中法已
结成 102对友好省区和城市，形成丰富的地
方交流合作网络。2018年， 中国留法学生数
量接近 4万，10万多法国学生学习中文，中
国赴法游客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巴黎成为直
飞中国航线最多的欧洲城市之一。密切的人
员往来和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恰似一股股
涓涓细流，汇聚成中法友谊的江河。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我这次来访，既收
获 5年来中法关系发展的累累硕果，更要同
法方一道播种中法合作的新希望。

我说过，中法是特殊的朋友，共赢的伙
伴。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人
类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面临的挑战和
风险更趋复杂，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作
为法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法方继续
并肩前行，把握历史机遇，合作应对挑战，增
进战略互信，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
越走越宽。

为此，我认
为最重要的是

把握好 4个关键。

独立自主。 在独立自主精神引领下，55年
前中法率先打破冷战藩篱， 实现历史性握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
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我们应该保
持定力，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相互
尊重，继续做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
同发展阶段国家友好合作的引领者，为实现世
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贡献力量。

开放共赢。中法都是富有开放传统和合作
精神的大国。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40 年历
程，未来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我们愿同法
方继续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 支持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
愿同法方深化核能、 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全
方位合作，积极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新兴领
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第三方市场
合作迈出更大步伐。 我们欢迎法方参加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愿意进口更多高品质的法
国产品和服务， 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欢迎更多法国企业到中国投资
兴业、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也希望中国企业在
法国发展得更好，为法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多贡献。

包容互鉴。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也为不同国家和
民族加强合作提供了强大支撑。中法是东西方
两大文明的代表， 都具有兼容并蓄的优秀品
格。两国文化、旅游、教育、体育、地方、青年等
领域合作可以迈出更大步伐，在中西方人文交
流中更好发挥表率和带动作用。

责任担当。中法携手能够改变世界，这一
点在过去 55年已经得到多次验证。当前，人类
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需要大国担当
起应有的责任。中法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我们期待同法方加强协调，维护多边主
义，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携手应对挑战，共促世界繁
荣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谚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法国
大文豪雨果说：“改变一切不需要太多时间。”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愿同法方携手再出
发，以脚踏实地的精神，推动中法合作不断取
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共同推动中意关系进入新时代（上接第 1版）要密切利益融合，推动合作优化
升级，在空间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环境、

能源等优先领域取得更多早期收获。要深化宏观
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共同推进能源、金融、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第三方市场合作。 要以 2020年两
国互办文化旅游年为契机，推动两国世界遗产地
结好，加强博物馆、地方、民间、体育等交流合作。

要携手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继续就联
合国事务、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气候变化、全球治
理等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扩大开放，欢迎包括
意大利在内各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我们也鼓励
中国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在意大利投资发展，

视意方为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伙伴。中国政
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规则，

在遵守当地法律基础上在海外开展合作。希望意
大利政府继续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欧盟同为世界和平建设
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双方应该
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推动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双方应加快推进中欧投资
协定谈判，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发展战略
对接， 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希望意方继续为深化中欧各领域对话合作和推
动中欧关系独立、自主、稳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孔特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意大利的访问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必将引领意中关系迈向更高
水平。意中两国有着上千年交往史，两个古老文
明相互交织，经贸、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为双方友
好合作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意方高度重视
意中关系，在即将迎来两国建交 50周年之际，愿
同中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拓展经贸、投资、

能源、农业、文化、旅游、航空等合作。意大利在互
联互通建设方面有着特殊地理优势，我们很高兴
抓住历史机遇，参加共建“一带一路”，坚信这将
有助于充分挖掘意中合作潜力。我期待着出席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意方欢迎中
国企业来意投资，实现互利共赢。意大利坚定支
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愿密切同中方沟通协
调，促进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和交换中
意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关于中国流失文物返还等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领导人还一起参观了意大利查获并返
还中方的流失中国文物。

习近平抵达时，孔特总理在停车处迎接。军乐
团奏中意两国国歌。两国领导人一同检阅仪仗队。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
动。

新华社罗马 3月 23日电 （记者 黄尹 甲子
李建敏） 国家主席习近平 23日在罗马出席意大
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的隆重欢送仪式。

当地时间上午 9时 50分许， 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抵达总统府。两国元首亲切话别。习近平感
谢马塔雷拉总统和意大利政府的热情接待。习近平
指出，此访期间，我同总统先生等意大利领导人进
行了深入友好的会谈会见， 加深了双方互信和各
领域务实合作。中意双方要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马塔雷拉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对意大
利的历史性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我和主席先生进
行了坦诚深入、富有成果的对话，这对于促进意
中两国各领域合作十分重要。我愿同主席先生加
强联系，推动意中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

习近平主席夫妇同意方主要官员握手道别，

马塔雷拉总统和女儿劳拉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道别。军乐团奏中意两国国歌。仪仗队长趋前请
习近平检阅。习近平在马塔雷拉总统陪同下检阅
仪仗队。习近平主席夫妇、马塔雷拉总统和劳拉
在上车处道别。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欢送仪
式。

新华社罗马3月22日电（记者 骆珺 郝薇薇）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日在罗马会见意大利参议长
卡塞拉蒂。

习近平指出，中意两国传统友好，古老的丝
绸之路将两国人民紧密相联。 中意建交近 50年
来，双边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已成为相互信
任、携手合作的重要伙伴。我这次访问的目的就
是巩固中意关系的长期性、稳定性、战略性，全面
提升互利合作水平。 中方愿同意方加强高层引
领，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共建“一带一路”，开
拓第三方合作，密切文化交流和地方合作，夯实
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同意大
利参议院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中方支持两国立
法机构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交流合作，在
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基础上，就立法监督、治国理
政、国计民生等重要议题分享成功经验。希望参
议院继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为双边关系发展创
造更好条件、注入更大动力。

卡塞拉蒂表示，意大利参议院热烈欢迎习近平

主席来访。 意中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相互信任，

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经贸、文化等领域联系
紧密。我赞同习主席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的文章
中对两国上千年传统友好交往的评价。意中都是文
化大国。意方愿同中方加强文化、艺术、语言、遗产
保护、旅游、科技、创新等交流合作，鼓励青年交往、

增进相互理解。意方期待着通过习主席此访，双方
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意中半个世纪的交往史
是半个世纪对话和友谊的历史。意大利参议院愿促
进两国立法机构交往，继续为深化意中友好合作作
出贡献。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罗马 3月 22日电（记者 陈贽 李建敏）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日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
科。

习近平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意关系一直
走在中国同欧盟国家关系前列。 中意友好关系得以
长期发展，主要缘于我们在历史、现实和未来 3个方
面的共性。回顾历史，中意之间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和
根本利益冲突。 古丝绸之路很早就将我们两国联系
在一起。审视当前，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
意双方都是现行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 都积极推
动国际体系建设和改革。双方经济合作互惠互利，共
建“一带一路”前景广阔。放眼未来，我们两国都致力
于实现本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都致力于维护多边
主义、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意方一道
努力，不断深化战略共识，扩大互利合作，密切人文
交流，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上层楼。

习近平强调，立法机构交流合作是两国人民增
进了解、深化友谊的重要渠道。中方支持两国立法
机构深化立法、治国理政等方面经验交流，特别是
为两国经济金融合作和人文交流多做工作。希望意
大利众议院为便利双方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创造
良好法律和政策条件。双方还应该加强在多边议会
组织中的沟通和配合，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愿同包括
意大利在内欧盟国家一道，深化中欧合作。

菲科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意大利众议院。

菲科表示，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赖，全球性问题
必须由各国携手才能应对。中国是意大利重要的合
作伙伴。相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使意中关系迈向
更高水平。意大利众议院致力于促进意中“一带一
路”框架内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加强在应对气候变
化、 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全球事务中
的沟通和协调，推动欧盟深化对华合作关系。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