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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11月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
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
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

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中
希共同举办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
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中希两国和
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

习近平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
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

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
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
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
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希望各
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
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

出更大贡献。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当日在北京开

幕，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
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
同主办。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评论员

11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唐纳
德·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中美
关系何去何从，两国人民十分关心，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当今世界需要总体稳定
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
人类前途命运，是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
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历史昭示我
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
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

中美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
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时代
特征，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更为广泛的
意义和影响。中美关系不仅关乎两国人
民的福祉，也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繁荣，是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关键变量。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深刻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社会
休戚相关、福祸相依，各国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应该为实现共赢、多赢凝聚最大共
识。这是中国看待世界和中美关系的基
本出发点。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
国的胸怀和担当，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
该为世界和平承担责任，为各国发展创造
机会，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为世界团结
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
共同发展的推进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中美关系对全球至关重要，双方都无法独自
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携手才会做得更好。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
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中美两
个大国不能不打交道，改变对方的想法不
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更是谁都不能承
受。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
道路不同，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只要双
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完
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
之道。这既是对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经

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大国交往规律的把
握。具体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因为两
国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同，只有尊重
和认可差异，两国交往才可持续；和平共
处是底线，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发生
冲突对抗后果不堪设想；合作共赢是目
标，中美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美
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携起手
来，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世
界的大事。美方有识之士也认为，美中拥
有更具建设性的关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美中关系好起来应是两国关系唯一的发
展方向。

中国不搞所谓的“大国竞争”，战略意
图光明磊落，那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把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坚定不移
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始终把中美关系放在世界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

和谋划，维护好中美关系的终极目的就是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展现大国担当。双方应正确看待
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
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中美关
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
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
挑战。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
发展、共同繁荣。分歧矛盾不可避免，但
只要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
互利合作，就会让消极因素越减越少，积
极因素越积越多，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空
间也会越变越大。

中美关系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的，还有不少风险挑战需要共同应对。面
向未来，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积
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视彼
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让两国成为
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共同走出一
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
惠及世界。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航向

据新华社福州11月 7日电 （记者
董建国）2024世界储能大会7日在福建
省宁德市开幕。来自业内的知名专家学
者，国际组织、行业协会代表，产业链企业
和应用企业代表等相聚此间，聚焦储能市
场应用、前沿技术、产业生态、商业模式等
多领域，共话储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与会人士认为，储能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全球能源结构加快调整，而新能源的
快速发展也对储能产业加快发展提出了
迫切要求。在政策机制和市场驱动下，我
国已经逐步建成了品类齐全、配套完整的
新型储能产业体系。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办公厅主

任高东升表示，储能是加快推动能源绿色
转型的重要支撑，我国储能产业规模快速增
长，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生态初步形
成。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
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5852万千瓦/
1.28亿千瓦时，较2023年底增长约86%。

本届大会以“谱全球储能新篇 筑安
全绿色高地”为年度主题。大会期间，45
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1000亿元，
涵盖新型储能、抽水蓄能、锂离子电池、电
池新材料等产业项目，电动汽车、电动船
舶等下游产业应用项目以及配套现代服
务业项目等，加快储能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建设。

2024世界储能大会聚焦储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为
落实习近平主席和希腊领导人关
于拉紧中希文明交流纽带的重要
共识，在中希两国政府的支持下，
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于11月7日
正式宣布成立。

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是在希
腊设立的第一所来自亚洲国家的
古典文明研究机构，旨在促进中国
学界对希腊各时期的文明以及世
界其他文明进行深入研究，加强中
希、中欧和世界科研机构在考古和
文明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合作、人
才培养，增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
历史文化合作。

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将通
过考古发掘、开展古典文明研
究、建立考古图书馆、发行学术
刊物、组织学术活动、实施研修
项目、举办展览展示等，积极践
行全球文明倡议，充分发挥学术
交流平台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
动世界古典文明研究交流、促进
人类文明传承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

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希
腊文化部长莉娜·门佐尼向中国社
会科学院院长高翔转交了希腊文
化部关于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
明研究院的许可文件。

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

11月3日，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
瓦克肖特开展医疗服务。当地时间7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缓缓驶
离努瓦克肖特友谊港码头，圆满完成对毛里塔尼亚的首次访问。

新华社 发（刘志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