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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 梁 赵 嫣
张代蕾

5月的莫斯科，万物勃发，生机盎
然。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7日至10日对俄罗
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
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周年庆
典。

80年前，中国、苏联等国人民并肩
奋战，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联
合国成立，掀开人类历史新篇章。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
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呼唤同舟
共济、命运与共的担当和作为。

习近平主席此次俄罗斯之行将是一
次深化友谊、团结合作之旅，一次铭记
历史、开创未来之旅。此访不仅将为中
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
动力，也将彰显中俄携手国际社会共同
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捍卫国际公平正
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大国担当，为
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进步事业
作出新贡献。

患难与共 树立大国典范

“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中俄是搬不
走的好邻居，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
共同发展的真朋友。”今年2月24日，习
近平主席应约同普京总统通电话时，用

“好邻居”“真朋友”精准概括当今的中
俄关系。

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树
立了大国、邻国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
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典范。

此次访问将是习近平主席担任国家
主席后第11次到访俄罗斯，两位元首在
不同场合会面已超过40次。今年以来，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两度战略沟通，
引领中俄关系在风高浪急的百年变局中
坚毅前行。

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为新时代
中俄关系发展提供坚实战略保障。中俄
关系成熟、坚韧、稳定，政治互信不断
加深，战略协作更加紧密，务实合作持
续深化，世代友好深入人心。

中俄两国是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行
者，持续深化的务实合作成为两国关系
发展的蓬勃动力。2024年两国贸易额达
2448亿美元，同比增长1.9%，中国连续
15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2024年12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全线贯通，能源领域互利合作持续深
化；中国黑河—俄罗斯卡尼库尔干公路
口岸旅客运输正式开通，两国跨境交流
更为便捷；俄罗斯农产品端上中国千家
万户餐桌，中国汽车驶入俄罗斯大街小
巷；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生物医药、

科技创新、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不
断拓展。

人文交流有声有色，架设更多民心
相通桥梁。中俄团队游互免签证协议签
署带动更多两国游客双向奔赴，双方高
校、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从
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在俄上映引发
好评，到中国原创舞剧《咏春》登上莫
斯科大剧院舞台，数百项活动在中俄文
化年框架内接连举行。

共同的历史记忆、相近的价值追求
和深厚的传统友谊构筑起中俄关系坚实
的民意基础，成为两国合作前行的不竭
源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
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支持彼此发展振兴——两国关
系在发展中愈加成熟、坚韧，不断焕发
新的生机活力，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典
范。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院） 国
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前驻华大使
安德烈·杰尼索夫说，两国元首战略引
领是保障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因素。当今世界正
经历动荡变革，习近平主席来到莫斯
科，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
周年相关活动，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
将围绕双多边议程广泛深入交流，俄方
对此充满期待。

铭记历史 共促和平发展

铁甲洪流呼啸，胜利呐喊震天。
2015年 5月 9日，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
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盛大庆典上，中国
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迈着坚定有力的
步伐走过莫斯科红场。习近平主席起身
向他们挥手致意，普京总统肃立注视。

80年前，中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付出巨大的民族牺
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
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习近平主席曾引
用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
名言，表达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
铭记，对中俄人民患难与共结下深厚情
谊的珍视，对中俄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的殷切期望。

2013年 3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对俄
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向位于克里姆林宫
红墙外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2015年
5月，赴莫斯科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
争胜利70周年庆典期间，习近平主席会
见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并颁发纪念奖章。
201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主席号

召，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
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
胜！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
统互致贺电，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5周年，强调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平发展事业负有
重要责任。

2015 年，二战著名苏军元帅瓦西
里·崔可夫的外孙尼古拉·崔可夫作为
代表在莫斯科接受习近平主席亲手颁发
的“和平勋章”。如今，身为俄中友好协
会副主席的他正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再
次到访。

“当今世界，和平依然脆弱，俄中友
谊尤显珍贵。两国在并肩奋战中结下深
厚情谊，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对世
界和平意义重大。”崔可夫说。

历史如镜，映照现实和未来。“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
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
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
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
路。”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媒
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是中
国对人类和平发展的深刻理解。

近年来，中俄签署关于当前世界形
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关于加
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关于
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等。双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进一步对接合作，
以行动书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
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的重要年份，中俄将举办一系列
庆祝和纪念活动，同世界各国热爱和平
的人民一道，捍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
历史，反对任何否认、歪曲、篡改二战
历史的图谋和行径。

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
德烈·费雄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
下，俄中将进一步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史
观、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为推动实
现国际公平正义作出负责任大国应有的
贡献”。

“中国和俄罗斯在当今复杂国际格局
中肩负着维护世界稳定与合作的重任。”
埃及开罗美国大学政治学教授努哈·贝
吉尔说，通过研究、还原、传播真实历
史，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对二战和战后
国际秩序的理解，抵制篡改历史的行径。

开创未来 凝聚进步力量

80年前，包括中苏在内的多国代表
齐聚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奠
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

“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

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联
合国宪章序言里的话语，展现出建设一
个更美好世界的决心。

当前，面对个别国家单边主义甚嚣
尘上、霸凌行径大行其道，世界期待稳
定力量、合作力量、进步力量。

2013年 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
斯期间，首次向世界阐述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2023 年 3 月同普京总统会谈
时，习近平主席表示，“中俄责无旁贷，
应该共同努力，引导和推动全球治理朝
着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方向前进，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战后80年来，作为世界大国和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在国际舞
台上密切沟通协作。双方坚定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展现大国担当。

中俄携手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
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作为捍卫联合
国宪章之友小组成员，中俄持续发出反
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正
义之声，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
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机制内
加强沟通和协作，共同致力于推进世界
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携手广大发
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促进共同发展持
续贡献力量。

2024年俄罗斯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
席国，中国现正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
主席国，双方支持彼此主席国工作，凝
聚全球南方发展进步合力，向着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肯尼亚国际关系学者阿德希尔·卡
文斯说，中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金
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密切合作，不仅重振
了多边主义，也提高了全球南方国家在
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及在全球议题上的
规则制定能力。

阿塞拜疆南高加索政治学家俱乐部
主任伊尔加尔·韦利扎德说，上海合作
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
壮大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有力践
行。“如果各国之间展开积极、良性、可
持续对话，着眼共同利益，地球将更加
安全，经济将更可持续，人类未来将更
加可期。”

让历史昭示未来，让多边主义的火
炬照亮前行之路，让和平发展的时代潮
流更加澎湃有力。站在承前启后的时间
节点上，中国和俄罗斯将同世界上爱好
和平、坚守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沿
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道阔步前
行，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让历史照鉴未来
——写在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

■新华社记者 徐 壮
5 月 4日，夜幕降临，江苏无锡拈花

湾景区地标AI塔亮起华灯。1500架无人
机以塔为轴，在夜空中执笔：拈花一指
缓缓触达塔尖，巨大的蓝莲花焰火瞬间
触发，蓝色焰火如星河般倾泻而下。“科
技+自然+文化”多维融合带来的沉浸式
体验，引来游客阵阵叫好。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
旅游产品供给，加强文旅融合和科技赋
能，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带动旅
游消费欣欣向荣。

多地晒出旅游实时“成绩单”。数据
显示旅游消费市场稳步增长，旅游景区
度假区、休闲街区、乡村旅游、红色旅
游等各类产品广受欢迎。假期前三天，
黑龙江省共接待游客921.5 万人次，同比
增长13.8%。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
游客 1217.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15%。
甘肃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334.6 万人次、
游 客 花 费 11.54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8.5%、29.81%。广东省纳入监测的 13
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77.4 万人
次，同比增长12.2%。大城市群周边旅游
度假区、休闲街区人气高涨、人市两旺。

旅游产品供给丰富，新兴场景蓬勃发
展。各地旅游景区深挖文化潜力，结合
自身特点，开展多种假日活动。重庆市
各大景区景点结合“五一”主题推出文
旅节庆活动 100 余场，涵盖体育、音
乐、国潮等多个方面。浙江省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推出“钱湖有戏”主题活动，
南宋风华沉浸剧场、湖光音乐会、疗愈
市集等20余项创意活动轮番上演。云南
大 理 古 城 旅 游 度 假 区 举 办 “ 七 彩 云
灯·侠影江湖”主题灯会，举办主题演
艺沉浸式活动，游客可赏古韵塔影、逛
创意摊位、尝烟火美食、挑手作好物、
聆听街头音乐。

乡村旅游深化融合，主客共享精彩
假日。贵州省榕江“村超”、台江乡村篮
球赛、三都“村马”、凯里“村T”等“村”字号群众性文旅体活
动持续火爆，精彩赛事搭配民族歌舞，为游客呈上一场体育与文化
交融的盛宴。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举办“活力乡村 健康劳动”麻
姑文化系列活动暨麻岭下“五一”乡村趣味运动会，“农耕+非
遗”组合文旅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红色旅游展演结合，丰富形式寓教于游。安徽合肥渡江战役纪
念馆开展“革命军毯 战友情深”等主题活动，假期前三日累计接
待2.4万人次。河南省新县举办“小小讲解员”“红色故事大家讲”
等特色活动，让红色教育更加生动鲜活。山东临沂天蒙景区大型行
进式沉浸式实景互动演艺《沂蒙山小调》成功首演，让红色文化从

“展板陈列”变为“沉浸式体验”。
多地优化管理手段，惠民举措提升体验。多地景区结合实际情

况，延长开放时间，增加夜场活动。如湖南博物院“五一”假期，
每天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 8点，每日增加预约名额 5000人。陕西
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景区开放夜场，每天增加1.5万张门票。安徽
省九华山风景区增投客运车辆110台，开放停车位1.5 万个；黄山
市开通免费接驳公交，文明旅游志愿者超千名。多地增强服务措
施，推出优惠政策促进文旅消费，多措并举保障游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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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会亭镇郭楼村，村民在麦田内除
杂。

当日是立夏节气，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

立夏农事忙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
者 胡 璐）为了更好践行大食
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和推动粮食节约，农业农村部将
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在保障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前
提下，持续推进饲料粮减量替
代，推动养殖业节粮降耗、降本
增效。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养殖业
节粮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
2030年，标准化规模养殖方式的
每公斤动物产品平均饲料消耗量
比2023年减少0.2公斤以上（降
幅达 7%以上）；微生物蛋白饲
料、餐桌剩余食物饲料化产品、
农副资源饲料化产品、昆虫蛋白
饲料、动物源蛋白饲料等非粮饲
料资源开发利用产能达 1000 万
吨以上，优质饲草产量比2023年
新增 4000 万吨以上；建成一批
适度规模、种养结合、生态循
环、智慧管理的家庭农场或标准

化养殖场；全国养殖业消耗的饲
料中粮食用量占比降至 60%左
右，其中，豆粕用量占比降至
10%左右。

方案明确了实施养殖业节粮
行动的重点任务，包括大力推广
养殖提效节粮技术、充分挖掘利
用非粮饲料资源、加快发展优质
饲草生产、引导优化养殖品种结
构、持续开展技术集成创新与推
广、加快完善制度性保障措施
等。

方案还提出，农业农村部成
立养殖业节粮行动领导小组，各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因地制宜细化
实化落实举措，有序推进各项工
作。充分发挥畜牧兽医领域智
库、产业技术体系、科研教学机
构、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举办
多种形式的培训、交流等活动，
有序开展新产品、新技术、好案
例等评选推介，引导各类生产经
营主体积极主动参与。

农业农村部

将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

■新华社记者 赵 嫣 刘 恺
张 琴

三峡库区万州，长江水流湍急。风景
秀丽的西山公园内，坐落着一处静谧墓
园。苍松翠柏掩映下，汉白玉墓碑上，雕
刻着展翅欲飞的白色和平鸽，还有一架战
机直上云霄。

墓碑正反两面分别用中文和俄文镌刻
着“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
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利·阿基
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墓碑前，立有
库里申科的半身铜像。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
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他动情
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
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
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
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
他守陵半个多世纪。”2013年访俄期间，
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
深情讲述库里申科的故事。

如今，在库里申科的墓碑周围，中国
守墓人种下的香樟树已亭亭如盖。

“这是一份责任”

在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库里申
科与队友率两支“达莎”重型轰炸机大队
抵达成都。当年为库里申科当过翻译的刘
群曾经撰文回忆，这位“天兵天将”有着
质朴的面孔、坚实的体格，“瞳仁的颜色
和中国人的差不多，眉毛重重的，高高的
个子”，有些像“山东大汉”。

除了对日军进行空中打击，库里申科
还肩负起培训中国飞行员的重要任务。刘
群说，起飞前，库里申科会为每一名中国
飞行员讲清当天的飞行课目、操纵方法
等，要看着飞行员坐到驾驶舱里、脚踏到
刹车，自己才坐到前舱，落地后还会仔细
讲评，有时为了纠正偏差会连续带飞三四
次。“在青年飞行员的面前，我从来没看
到他有丝毫不耐心，或怕麻烦的神情。”
刘群写道。

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援华
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突袭日军汉口机
场，重创日军，在返航途中遭敌方拦截，
库里申科胸部和左肩中弹负伤，所驾轰炸
机一侧发动机被击中。为保护战机和地面

民众，库里申科毅然放弃跳伞，选择在万
县陈家坝地区长江江面迫降。两名战友游
上了岸，负伤的库里申科却被江水卷走，
壮烈牺牲。

得知库里申科不幸遇难的消息，万县
群众自发沿江寻找，20天后终于在距失事
地点20多里的地方找到他的遗体。当地群
众按照中国习俗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和葬礼。

1958年，万县人民政府为库里申科
修建了烈士墓园，并举行隆重的迁葬仪
式。此后，谭忠惠、魏映祥母子接力为库
里申科守墓，迄今已超过一个甲子。“这
是一份责任，是感恩的心，也是作为中国
人的良知。”魏映祥告诉记者，他最大的
心愿就是让长眠于异国他乡的烈士不孤
单，让英雄事迹和友谊故事世代流传。

中国“和平勋章”是“我
最看重的荣誉”

“库里申科大队长这样的故事我听了
很多。中国人民对长眠在中国土地上的苏
联烈士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情。”苏联元帅
瓦西里·崔可夫的外孙尼古拉·崔可夫对
记者感慨道。他说，苏联帮助中国抗击日
本侵略者，中国也有力支援了苏联卫国战
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缔结的友谊

“是双方共同的财富”。
瓦西里·崔可夫元帅与中国有很深的

渊源，他曾学习中文，4次来华，对中国
国情也有较多了解。1940年底至1942年
3月，他担任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曾直
接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有密切
接触。

在二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不屈
不挠、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消灭并牵制
了日本侵略者大量兵力，以伤亡3500万
人的巨大民族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
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

出了巨大贡献。
现年65岁的尼古拉，从小在外祖父

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多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俄中友好事业，现任俄中友
协副主席。在他心中，有一枚勋章意义重
大。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
期间，会见了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并颁发
了纪念奖章。尼古拉也在其中。

“这枚‘和平勋章’是我最看重的荣
誉，因为它是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给我
的。”尼古拉说，“我感到自豪！ 这枚勋
章激励着我更努力地工作。”

“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
了深厚友谊，奠定了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
世代友好的坚实基础。”在那场会见中，
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话让尼古拉印象尤为深
刻。“这也正是俄中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
的重要原因。”尼古拉说。

2015年9月，尼古拉应邀来华，出席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大会。“那场盛大的阅兵仪
式令人震撼！”尼古拉说，中国的强大国
力和发展速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
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
必胜！”

“非常难忘！”尼古拉说，这是中国向
世界传递的坚守正义、珍爱和平、团结合
作的声音。

回望历史，传承友谊

10年前，在出席俄罗斯纪念苏联伟
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
斯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
署名文章，强调中俄两国人民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俄罗斯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
记，世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昔日同
仇敌忾、抗击侵略的地方，中俄并肩奋战
的感人故事打动着和平年代的人们。每逢
清明，在南京、武汉、重庆、长春等地的
纪念凭吊处，一束束鲜花寄托着中国民众
的缅怀之情。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英烈碑上，镌刻着200多名苏联籍抗日航
空英烈的名字。今年清明节，在纪念馆留
言簿上，一名南京小学生用稚嫩笔迹写下

“我长大也要当飞行员”，一位89岁的老
人则写下心愿——“天下和平”。

5月的莫斯科，鲜花团簇。“谢谢！”
街道上张贴起致敬老战士的标语。今年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对俄罗
斯援华志愿飞行员后代协会主席娜塔莉
亚·赫留金娜来说，即将到来的5月9日
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她的父亲季莫非·赫留金曾任援华苏
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部队指挥官，驾驶战
机在南京、武汉等地上空与日军鏖战，回
国后又投身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战功赫赫。

赫留金娜说，父亲曾经说过中国地形
复杂，山脉、峡谷众多。在这样的条件下
驾驶轰炸机执行任务，对当时的苏联飞行
员来说是挑战，也是宝贵经验。“父亲回
国后赴北方地区作战时，在中国积累的经
验派上了大用场。”

“我们这一代人是听着‘中俄人民是
永远的兄弟’这样的歌声长大的，俄中人
民在并肩奋战中结下的友谊传承到今天，
毫不褪色。”赫留金娜说，在两国领导人
密切互动和战略引领下，俄中关系保持高
水平发展。

近些年，赫留金娜一直致力于收集相
关史料。她走进中小学举办交流活动，还
邀请中国青少年与俄罗斯同龄人交流。

“这些活动的意义在于，让青少年了解先
辈不屈的抗争历史，了解俄中友谊的渊
源，让友谊继续传承下去。”赫留金娜
说。 新华社莫斯科/重庆5月5日电

“ 永 远 不 会 忘 记 ”
——中俄友谊故事世代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