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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３１日电（记者齐中熙）６月１日

起，最大起飞重量在２５０克以上的民用无人机开始实施

实名登记注册。已购买无人机的个人，须在８月３１日之

前完成登记注册。逾期未注册，其行为将被视为违反法规

的非法行为，无人机使用也将受到影响。

“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中登记的信息包括：拥有者姓

名；有效证件号码；移动电话和电子邮箱；产品型号、产品

序号；使用目的。

８月３１日前
须完成无人机实名登记注册

新华社北京５月３１日电 记者３１日从公安部获

悉，公安部部署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推广应用全国

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统，并推出全面推行网上

选号、置换车辆保留原车号牌等便民措施。

据悉，此次号牌管理改革主要涉及统一号牌发放、规

范生产管理、服务便利群众、严密监管制度４个方面。

公安部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
全国号牌统一监管

东方风来满眼春。四年多来，在国际

关系舞台和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一个

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倡议和理

念，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给受诸多挑

战困扰的世界带来新启迪、新活力和新

希望。

这些理念和倡议秉承优秀东方文化底

蕴，同时与时俱进地适应当今时代形势，彰

显中国领导人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厚的人

文情怀、高度的文化自信。

整体思维 标本兼治

从“天人合一”论到“万物一体”说，整

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中国人

观察事物、解决问题注重着眼全局，这样才

能把事情的本质看得清，解决问题的“药

方”开得准。

这种整体观体现在新时期中国外交

一系列理念与实践之中。“中国发展离不

开世界，世界繁荣也需要中国”的信念，

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

“拓展南南合作”的同时倡导“推进南北

合作”，让人明白不仅发展中国家应该团

结合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是

相互依赖的发展整体。

从广袤亚欧大陆起步，习近平主席倡导

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呈现整体发力的态势：

“五通”并举表明“一带一路”着眼硬件与软

件、物质与人心的全面畅通；政府主导、企业

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保障“一带一路”

的推进稳健而有力；从亚洲、欧洲到非洲、美

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展现出参与的热情，使

得“一带一路”建设进展超出预期。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反恐乱

局、难民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国际社

会尝试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

法，但治标难以治本，且“副作用”令人叫

苦。习近平主席开出的“中国药方”，则注

重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为开拓全球经济治理新局，习近平主

席提出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

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

观；面对当前世界安全领域挑战，他提出各

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统筹

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坚持发

展和安全并重。

“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情怀打

量这个世界，正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提供的

新‘世界观’。”“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

如此评述。

长远着眼 利益千秋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以史为镜鉴当

下，未雨绸缪谋长远，是习近平外交理念又

一鲜明的东方特色。

以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和平基因阐

释中国所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通过回顾近代以来热战的血腥、冷战的冰

冷呼吁国际社会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种历史纵深感，增加了中国倡议、中

国理念的说服力、道义感。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

中美关系，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

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携手建设更为紧

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些着

眼长远的外交倡议为中国处理各种双多

边关系指明了方向，不为一事所惑，不为

一言所扰。

习近平主席为区域和全球发展繁荣所

提出的方案倡议，同样展现出面向未来的

大视野。对于亚太区域发展，他在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应打造

“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开放格局”；对于“一带

一路”建设，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时强调，“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而

他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着眼于

实现人类持久和平与繁荣。

中国人的长远眼光，给许多外国人士

留下深刻印象。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５５届会议主席菲利普·查沃斯认为，“中

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和眼光比许多其他国家

更加长远”。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则感言：

“中国传统的智慧思想和长远眼光对解决

世界问题非常重要。”

一些志在长远的规划，可能会影响到

眼前的利益，如何权衡？中国给出的答案

是以长远为重。将生态文明作为“五位一

体”发展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信念，这是中

国国内发展的追求；在国际舞台上，作为最

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

域勇于担当，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同样源自

为子孙后代谋福祉的长远思维。

和而不同 广结善缘

群而不党、和而不同，天下为公、有容

乃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

这一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中国外交中

得到创新性继承：摒弃结盟对抗的旧思

维，跨越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隔阂，打

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家关

系……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

创新与超越。

２０１３年３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新型国际关系”

的理念，对国际关系生态产生积极影响。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身体力行。

近年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与世界各

国广泛构建伙伴关系，中国的全球伙伴关

系网络日臻完善。传统理念中“四海之内

皆兄弟”的情怀正演绎为新时代一个个广

结善缘的精彩故事。

中国倡建的合作平台，可谓“海纳百

川”。“一带一路”建设向世界所有国家开

放。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如此广

泛的包容性，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倡建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不同发展水

平、不同区域的国家开放，目前成员国总数

已达７７个，同样见证着开放包容的东方

智慧强大的吸引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习近平外交理

念中的东方智慧，正在以润物无声的影响

力、纾困解难的生命力、立己达人的道德

力，为全球治理变革、为世界和平繁荣带来

新的滋养。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

罗夫斯基认为，中国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

务实方案，“有助于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

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

劳斯·施瓦布则明确呼吁国际社会“应欢迎

中国提出的原则和倡议”。

源远流长的东方智慧，伴随着中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脚步，正焕发出前

所未有的世界魅力。

（新华社北京５月３１日电）

习近平外交理念彰显东方智慧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5月31日，周至县骆峪九年制学校五年级一班的学生

在排练舞蹈节目《红色娘子军》。

当日，西安市周至县骆峪九年制学校的学生们载歌载

舞，迎接“六一”儿童节。 新华社发

陕西：山区孩子迎“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