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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
编者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
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面对新时代
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中国首先倡导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其核心是坚持同舟共济，相互包容、相互
理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合作关系，最终追求“万邦协和，万国咸宁”的共
赢理念。

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
——四论习近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

题目即论点，比喻入
题，形象生动，掷地有
声。

①风云激荡的世界舞台，呼唤价值引领；气象万千的东方大
国，不忘共同责任。

②“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在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向世界宣示，推动建设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携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宽阔胸怀，
体现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大国担当。中国的声音、中国
的行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信心与力量。

开篇以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引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的话题。

③“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
和同情心，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
系在一起。回顾历史，张骞西行、鉴真东渡、郑和远航，这些名
垂青史的文明交往佳话，无不体现海纳百川的大同思想，无不折
射兼济天下的胸襟气度，无不践行协和万邦的高尚信念。今天，
秉承伟大民族精神，奋斗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中国始终密切关
注和无私帮助仍然生活在战火、动荡、饥饿、贫困中的有关国家
的人民，始终愿意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这个
真诚的愿望，已经为我们的实际行动所证明，中国决不会以牺牲
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重要性分析。列举事
实，谈古论今，指出中
国人民历来致力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④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从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到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我们的地球村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
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
的孤岛。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民，都怀着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梦
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必由之路。不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因理想遥远
而放弃追求，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明天。

现实性分析。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
义。

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
发展的价值。我们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
界才更好。“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积极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让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继续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继
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主席铿锵有力的宣示再次表明，新时代的
中国将与各国人民一道，一如既往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汇聚力量，
一以贯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必要性分析。新时代中
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倡导者和建设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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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
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思考的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
的问题，提供的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点亮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思想火炬，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我们有信心也有
能力让这个星球更加和平、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照应标题，发出号召。

来源：2018-03-24 人民网

【时代警语】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民，都怀着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梦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

代潮流势不可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由之路。不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因理想遥远
而放弃追求，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明天。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列横线处填入的成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回顾历史，张骞西行、鉴真东渡、郑和远航，这些名垂青史的文明交往佳话，无不体现 大
同思想，无不折射 的胸襟气度，无不践行 的高尚信念。
A.海纳百川 兼济天下 协和万邦
B.兼济天下 海纳百川 协和万邦
C.协和万邦 兼济天下 海纳百川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面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号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子，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请从本文出发，结合自己的读书体
验和个人经历，谈谈认识。（300 字左右）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浙江省天台平桥中学 吴桂华）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A4%BC%E8%AE%B0%C2%B7%E7%A4%BC%E8%BF%90%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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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新知新觉：以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人类社

会发展进步的美好图景。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发展
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我们应该坚持你好我好大
家好的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创造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
条件，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这些重要论述表明，共同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动力和目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为了生存发展，总要结成各种各样
的共同体。总体上看，共同体由血缘向地缘、业缘扩展，呈现由单一向复杂、由近及远、由小
到大的基本趋势，共同体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丰富。国家曾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高
层级的共同体，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表明，国家并非共同体发展的顶点。在经济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应从更高层次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
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
识：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
展，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程度空前加深。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坚持
合作共赢，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
带来严峻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这就要求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扬
同舟共济精神。

追求共同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
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人类已经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村的新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需要各国互通有无、优势
互补，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各国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
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有利于各国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有利于各国
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有利于各国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
供广阔空间。着眼于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的一种纠偏。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追求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缓解
当今世界存在的各种矛盾，让各国人民共享世界发展的成果。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具体实践。5 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正在向落地生
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实现相关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当前，
经济全球化遭遇一些问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需要克服的是其弊
端而不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共建“一带一路”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和生命力，也在为实
现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来源：2018-12-19 07 版《人民日报》作者：王湘穗，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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