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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万隆，游客们三三两两徜徉在车水
马龙的亚非大道街头，两边是殖民地风格的
老建筑，显露出岁月的沧桑。

69年前的 1955年 4月 18日，这里曾发生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次亚非会议在此召
开，史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
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
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标志着二战后陆
续独立的南方国家开始团结起来，西方主导了
几个世纪的世界格局由此发生变化。

闭上眼，在思绪的空间里任时光倒流，
仿佛可以听到当年那热烈的欢呼，看到那火
热的场景。

街头张贴的，是“亚非人民团结起来”
“让我们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标语；挤在路
边翘首以盼的，是数以万计的民众；昂首阔
步走向会场的，是亚非两大洲29个国家和地
区的首脑和代表……“万隆漫步”，一个充
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场景就此载入史册。

宋庆龄曾这样评价：“历史上还很少有
一个城市曾像万隆一样赢得这么多的人心。”

这座城市，经历了不堪回首的被殖民岁
月，见证了独立振兴的时代浪潮，现在正奋
力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亚洲和新非洲已经诞生！”

万隆古称“勃良安”，意为“仙之国”。
由火山连接群山环绕而成的万隆盆地，平均
海拔 700多米，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在荷
兰殖民时期，这里被称为“爪哇的巴黎”。

1809年，为改进爪哇岛防御体系，方便
运送士兵和物资，时任荷属东印度总督赫尔
曼·威廉·丹德尔斯下令修建一条绵延约
1000公里、自西向东横穿爪哇岛的道路。一
年后，这条“大邮路”从万隆穿城而过，即
今天的亚非大道。

街边一栋建于1895年的3层乳白色建筑
非常醒目，它原为荷兰殖民者的高级俱乐
部，在印尼独立后被首任总统苏加诺命名为
独立大厦。1955年4月18日，苏加诺就是在
这里举行的亚非会议开幕式上，代表南方国
家发出振聋发聩的觉醒之声：“这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有色人种洲际会议！”

昔日的独立大厦如今已成为亚非会议纪念
博物馆。进入展厅，迎面是一个按照当年会议
实景陈设的主席台，台上是发表致辞的印尼总
统苏加诺和五个会议发起国代表的蜡像，他们
身后是代表与会亚非国家和地区的29面旗帜。

“无论何处、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
殖民主义都是邪恶的事物，必须从地球上根
除。”苏加诺告诉与会代表。

“我希望它 （亚非会议） 将证明这样一
个事实：我们亚非领导人认识到，亚非只有
团结起来才能繁荣，没有亚非的团结，甚至
整个世界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我希望这
次会议将指引人类，为人类指出实现安全与
和平所必须采取的途径。我希望它将证明亚
洲和非洲已经重生，不，是新亚洲和新非洲
已经诞生！”

在这场重要会议上，新生的亚非国家以
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旗帜，强调维护
主权独立，主张通过多边主义、主权平等原
则解决国际问题，提出以“团结、友谊、合
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史
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会，中方倡
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终成为万隆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
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非洲裔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在其著作
《彩色帷幕：万隆会议报告》中指出，这次会
议对于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种来说具有“史诗
般”的意义。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不
结盟运动和南南合作都是由万隆会议而肇基。

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
坦看来，20世纪是非西方世界复兴的世纪，

“1955 年的万隆会议可以被看作象征时刻。
此时，非西方世界大声说，它必须在世界政
治中得到认真对待”。

“这些无足轻重的商品却导致了
戏剧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

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的街对面不远处，
就是当年万隆会议期间各国代表下榻的萨沃
尔－霍曼饭店。饭店大堂入口处有一幅巨大
的殖民时期爪哇岛地图，上面标注了重要城
镇和经济作物产地，以及连接这些地点的铁
路线。当年，就是靠着印尼各类物产发家致
富的荷兰殖民者在这座欧式酒店里享受着奢
靡的生活，虽与当地百姓近在咫尺，却活在
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作为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
一，印尼曾被西方列强殖民 300多年，对于
殖民者的贪婪与残酷有着深刻认识。

横跨赤道的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
家，也是拥有火山最多的国家之一。火山灰
累积成肥沃土壤，加之气候适宜，使得这里
盛产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香料。

从地理位置来看，印尼群岛位于太平洋
与印度洋之间，自古就是海上贸易的重要门
户。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
这样描述他所称的“大爪哇岛”：“此岛甚
富，出产黑胡椒、肉豆蔻、高良姜、荜澄

茄、丁香及其他种种香料。在此岛中见有船
舶商贾甚众，运输货物往来，获取大利。”

彼时的欧洲，香料是少数富人才享用得
起的顶级奢侈品，是身份与品位的象征，其
价值一度超过同等重量的黄金。

“香料为富人提供了炫耀奢侈的机会。”英
国莱斯特大学考古学教授玛丽克·范德维恩
说，“它向其他人强调，这是你们遥不可及的。”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在
灭亡拜占庭帝国的同时，也控制了亚欧之间的
贸易线，卡住了欧洲商人的脖子。在对香料等
奢侈品需求的驱动下，一些欧洲国家不断尝试
开辟绕过奥斯曼帝国通往东方的新航线。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弗里德曼指
出：“香料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人们并不
需要从香料里获取营养，但这些无足轻重的商
品却导致了戏剧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后
果。”其中之一就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在前往
东方寻找香料等财富时阴差阳错地航行到美
洲，由此开启了所谓“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最终，欧洲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
达遥远东方的“香料群岛”，即今天印尼东部
的马鲁古群岛。1512年，葡萄牙人抵达这里，
从此将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香料源源不断地
销往欧洲和其他地区，赚取了丰厚利润。

葡萄牙人的暴富刺激了其他欧洲国家，
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争先恐后派出船队，
先后来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寻香“淘
金”。1619 年，崛起的欧洲新贵荷兰夺取爪
哇岛上的贸易集散地查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
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作为荷兰东印
度公司在东方的总部，以此为据点对印尼长
期进行殖民统治。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总部位
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之初，该公司就发
行了历史上第一只股票，用以募集资金开展
远洋贸易。为解决持股人对资金流动性的需
求，荷兰东印度公司创造了一种交易机制，
让持股人可以随时将股票换成现金。1602
年，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
成立，大规模的资本聚集由此开始逐渐成为
推动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力。

在资本增密、贸易垄断和殖民掠夺的共
同作用下，到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
的贸易额已占当时全球贸易总额的近一半。
1669年，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富有的
贸易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 150艘
商船、40 艘战舰、2 万名雇员和 1 万名雇佣
兵。当时，香料在欧洲的售价比在亚洲的收
购价高 14 至 17 倍，惊人的利润使得荷兰东
印度公司股票的股息率高达 40%。据估算，
其巅峰期的股票市值相当于今天的 7.9 万亿
美元，远超如今全球任何一家上市公司。

“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
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

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将荷兰称作
“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国家，“17
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相当长一
个时期里，“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
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
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
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
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

在荷兰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背后，代价
又是什么？

《资本论》中这样记述：“ （荷兰） 经营
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
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爪哇
的班纽万吉省 （即外南梦） 在1750年有8万
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

殖民主义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起点和
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源头，这条充满暴力的路
径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基因深处。信奉白人至
上和弱肉强食的欧洲殖民者来到非洲、美洲
和亚洲，在这些地方疯狂屠杀掠夺，掀起阵
阵腥风血雨。

虽然名为“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实
际上是一个暴力集团，不仅拥有舰队和雇佣
兵，还可以发行货币，与相关国家订立条
约，对海外占领地实行殖民统治。据统计，
在其近 200年的历史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共
经历了约800次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

曾在该公司成立初期两度出任荷属东印
度总督的扬·彼得松·库恩以冷酷无情著
称。1621年，他为独占肉豆蔻贸易，下令屠
杀了班达群岛上 1.5 万名居民中的绝大部
分，被印尼人称为“班达屠夫”。

他在1614年写给公司高层的一封信中毫
不避讳地说：“根据经验，各位应该知道，只有
诸位掌控的武器才能为驱动和维持与亚洲的
贸易提供保护，而这些武器则必须由贸易的
利润来支付。也就是说，没有战争就无法进
行贸易，反过来，没有贸易也无法进行战争。”

战争和杀戮的目的，是确保荷兰东印度
公司垄断尽可能多的贸易和航线，赚到尽可
能多的钱。在控制香料贸易后，荷兰东印度
公司开始在印尼大量投资开发各类种植园，
先后引进可可树、茶树、烟草、橡胶树、甘
蔗等外来经济作物，并为此从周边地区招募
甚至骗来大量苦力。

因暴力而崛起，也因暴力而衰落。随着
18 世纪 80 年代荷兰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中战
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再也无力维持运营，最

终于1799年被解散，其管辖的殖民地被荷兰
政府接管。

为进一步压榨殖民地资源，荷兰殖民当
局于 1830年推出“强迫耕种制度”，要求当地
人必须将 20%的土地用于种植靛蓝、咖啡和
糖等出口经济作物。实际上，殖民当局征用
了太多土地，导致当地人几乎没有土地可以
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惨状。

“接管这些岛屿的荷兰殖民统治者和往
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只对赚钱感兴趣，
并不关心当地人死活。他们砍倒苏门答腊的
丛林，以种植橡胶树与可可树；为获得咖啡、
茶叶、蔗糖、烟草，铲除爪哇、苏拉威西和其他
岛屿的灌木林；大肆开发土地，以挖掘锡矿、
金矿和凿井取油。有段时期，荷兰一半的国
家收入都是从印尼汲取而来。”英国作家伊丽
莎白·皮萨尼在《印尼：探索不可思议的国度》
一书中这样写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前所长房宁
在《印尼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一文中总结，荷兰
人建立了一套以采矿业为主的殖民主义工业体
系，以强迫种植经济作物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
印尼形成了典型的依附型的殖民经济结构。

在300多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荷兰人始
终扮演着掠夺者角色，推行竭泽而渔的野蛮
政策，导致印尼经济畸形发展，完全沦为宗主
国的原料供应地，人民生活极为困苦。

然而，黑夜再漫长，也阻挡不了黎明的
到来。

“帝国主义是一个大煽动者，帝国
主义是鼓动暴动的大强盗”

在万隆市区北部，矗立着尖竹造型的西
爪哇人民斗争纪念碑。纪念碑正面有17级玄
武岩台阶，拾级而上是直径45米的台基，台基
上 8根竹状石柱高耸。特意设计这组数字是
为了纪念印尼独立的日子：1945年8月17日。

讲解员穆罕默德·里克里克介绍说，在西爪
哇地区巽他族文化里，竹子代表自由，是万隆人
民的象征。纪念碑柱呈竹矛状，是因为印尼人
民当年反抗殖民者所用的主要武器是竹矛。

纪念碑下方是西爪哇人民斗争博物馆，
展示着西爪哇地区从殖民时代到建国时期为
争取民族独立而涌现的英雄人物和事迹。

“在荷兰殖民者到来前，印尼并不是一个
统一的国家，整个群岛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苏
丹国、领地和政权。荷兰人破坏了群岛大小
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给当地带来了
贫穷，引发了印尼群岛人民此起彼伏的反
抗。印尼人民在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过程中
逐渐凝聚起来。”讲解员穆罕默德说。

20 世纪上半叶，亚洲被压迫人民逐渐
觉醒，印尼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也日
益高涨。

1908年，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至善
社成立，这是印尼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
政治团体，被视为印尼民族觉醒的标志。
1912 年，第一个群众性政党伊斯兰联盟成
立，进一步推动了印尼民族主义的发展。

1913年，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
指出：“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荷属印
度，即爪哇岛及其他荷属殖民地，人口共达
4000万……荷兰政府历来的暴政与专横现在
正遭到土著居民群众的坚决反击和抗议……
在爪哇，产生了土著人的民族协会，这个协
会已有 8万名会员，并组织了群众大会。民
主运动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

“印度尼西亚控诉”纪念馆位于万隆市
政厅附近。这座建于1907年的建筑曾被荷兰
殖民当局用于审判反荷人士。“当年苏加诺
就是站在这里接受审讯。在长达两天的答辩
和发言中，苏加诺成功为自己进行了辩
护。”纪念馆管理员德德·艾哈迈德指着法
官席前方的位置告诉记者。

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苏加诺
出生于东爪哇的泗水，1926年毕业于万隆高
等技术学校。他参政始自万隆，在万隆和周
边地区留下大量足迹，也让万隆在印尼独立
运动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1927年，苏加诺等人组建印度尼西亚民
族联盟，后改名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采取
与荷兰“不合作”政策，目标是争取民族
独立。两年后，荷兰殖民当局以“发动叛
乱”的罪名逮捕苏加诺。庭审中，苏加诺

发表长篇辩护词 《印度尼西亚控诉》，历数
殖民者罪行，宣传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
正义斗争。

“实际上，太阳并不是由于公鸡的啼叫才
升起来，而是由于太阳升起来了，公鸡才啼
叫！……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从
你们把它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帝国主义中产生
出来的，而且同样地也是从几个世纪以来在
该国发展起来的经济上的榨取制度中产生出
来的……帝国主义是一个大煽动者，帝国主
义是鼓动暴动的大强盗，因此，把帝国主义押
到警察和法官的面前吧！”苏加诺慷慨陈词。

苏加诺的正义之声引发印尼人民的热烈
响应和荷兰殖民者的恐慌。随后，他被判处
4年监禁并被关入万隆监狱。

纪念馆管理员德德说，苏加诺是一位富
有魅力的领导人。他在1945年印尼独立后出
任首任总统，随后带领印尼人民挫败了荷兰
通过战争重新殖民印尼的企图。

苏加诺断言，殖民主义者不会甘心接受
在亚非地区的失败，新兴国家必须团结一致
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1955年，在距离当年发表《印度尼西亚
控诉》 的审判地点仅 1 公里的亚非大道上，
苏加诺等人发起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成功召
开，成为印尼和万隆人民的骄傲，也标志着
亚非人民的觉醒和团结。

“只要我们团结，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们都目睹了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不
公正。我们必须拒绝贸易歧视。工业下游发
展绝不能受到阻碍。我们必须继续发出平
等、包容的合作声音。”

2023年 8月下旬，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
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印尼总统佐科
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发展
权利，反对阻碍进步的行为。

不久之后的 9 月 7 日，万隆的德卡鲁尔
高铁站首次对外开放。车站外观雄伟大气，
高低错落的曲线设计似山峦叠翠，与周围群
山遥相呼应。德卡鲁尔站是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标志性工程雅万高铁的 4个站点之
一。这条高铁将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交通时
间由原来的3小时以上压缩至40多分钟，方
便更多人到万隆工作生活，让更多经济活动
在万隆发生，更多就业机会也应运而生。

雅万高铁正式通车运营前夕，佐科说：
“我很高兴，印尼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
的高铁是东南亚唯一的，有了这个基础设
施，我们才能奠定进步的基础。最重要的
是，它也会提升印尼的国家竞争力。”

中印尼高层次全方位合作交流给两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让印尼智库东
盟南洋基金会主席班邦·苏尔约诺很有感
触。他说，西方国家历史上通过奴役、剥削其
他国家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却给其他国家
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今天印尼通过与发
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以和平和平等的方式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同发展，这证明全
球南方国家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赴印尼出席亚非
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 60周年纪念活动，与
佐科总统共同见证中印尼双方签署《关于开展
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项目的框架安排》。4
月 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应佐科邀请，
习近平第一个走上讲台，发表题为《弘扬万隆
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

“60年前，亚非 29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
出席了万隆会议，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
的万隆精神，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说。

“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
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

今日的万隆，雅万高铁列车飞驰而过，
诠释着“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在
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正如以这条高铁为主题
的歌曲 《向前行 把梦想实现》 中所唱：

“手牵手，肩并肩，只要我们团结，没有什
么不可能。”

万隆精神的时代回响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 郑世波 陶方伟

四月的洛阳，花开满城，春
意正浓。4月8日，在民革洛阳
市洛龙支部党员之家，一场关
系北京、洛阳两座千年古都的
文旅融合调研座谈会正在火热
进行中。

深调研，做好牡丹
文旅大文章

4月8日，由民革北京市东
城区委会副主委、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
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冯录召带
队的文旅融合及健康养老调研
组一行来到洛阳，调研牡丹热
经济背后的文旅融合创新举措
与健康养老的合作发展路径。

四月，在北京东城，故宫红
墙映繁花，千里之外的洛阳则
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

“洛阳的牡丹花会始于隋代，距
今 已 经 有 1600 多 年 的 历 史
了。”洛阳市政协副主席、民革
洛阳市委会主委程相朝向调研
组一行介绍，如今牡丹花会已
经发展为融赏花观灯、观光旅
游、经贸交流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性经济文化活动，成为洛阳
的一张“金名片”。

在中国国花园、洛邑古城
内，随处可见身着唐代服饰装
扮的游客。其间，汉服装扮的
卖花老翁肩挑扁担，叫卖牡丹，
不时与游客互动唐代礼仪。“从
汉服热到牡丹城，花会根植洛
阳隋唐文化特色，做好牡丹文
章，极大带动了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调研组成员、民革北京
市东城区委会委员、国资委商
业发展中心乡村振兴文商旅专
家委员会主任杨红文说。

从首都北京的京味文化到
古都洛阳的牡丹经济，在文旅
融合调研座谈会上，来自两座
千年古都的文旅从业代表及研
究专家畅所欲言，从文旅融合
的新形式、新业态出发，探索北京市东城区构建文化金三
角与洛阳市做好牡丹经济大文章的联动发展方向。

惠民生，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

“我今年92岁了，每天和老姊妹们一起，特别开心！”
在洛阳市逸乐苑养老公寓，张奶奶高兴地告诉调研组一
行。这家养老公寓的负责人王锋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
民革洛阳市瀍河一支部主委、洛阳市政协委员。

“我们是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运营的，目前在住 65
人，其中自理老人 23人、介助老人（日常生活依赖扶手、
拐杖、轮椅和升降等设施帮助的老人）42 人。”王锋介
绍。说起养老公寓的卫生标准，她提到一个最基础的检
验方法，“就是站在走廊或者房间里深呼吸，闻有没有异
味。”

在活动展示墙上，一张照片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照
片中，老人们身穿唐代服饰，白发搭配华服，很是亮眼。

“前几年，受疫情影响，老人每天憋在养老院里，情绪不
高。我们就组织了一次汉服装扮活动，老人们别提多开
心了！”王锋说。

调研组成员、民革北京市东城区委会第八支部主委
穆华也深有感触：“在我们以往的工作接触中，发现很多
老年人都有抑郁倾向。健康养老不仅要关注他们的身体
健康，更要注重心理健康。”

在修文坊社区邻里中心，调研组一行参观了复健、艾
灸等多个便民养老工作室以及关注亲子互动的笨爸爸工
作坊。从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养，小小的邻里中心形
成了便民养老的一站式服务体系。这背后离不开洛阳市
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支持。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智慧养老监测系统。”在邻里
中心，有一面实时监测的大屏幕，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理事长郭晓利介绍：“连入系统后，老人们家里的血压计
可以直接将数据发送到系统中，如果数据异常就会显示
报警提示，一键开启救助。”

“提升健康养老水平，畅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
一方面，可以加强义诊服务支持；另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
两地民革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健康养老服务领域合作
机制。”调研中，冯录召表示，下一步将依托协和医学院资
源优势，协助两地搭建养老服务培训交流平台，发挥两地
民革党员养老服务企业专长，广泛开展养老服务交流合
作，壮大健康养老专业人才队伍，共同实现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

强共建，同心花开连接南北古都

洛阳市修文坊是隋唐洛阳城 103 坊之一，这里的邻
里中心也是民革洛阳市洛龙支部党员之家所在地。4月
8 日下午，民革东城区委会一行与民革洛阳市委会代表
在这一充满文化底蕴的民革之“家”召开基层组织建设交
流会，并签订《结对共建协议书》。

从洛阳民革的“博爱·牵手 童心同行”关爱乡村儿
童行动到东城民革的蒲公英中学捐赠支教活动，从发起
建立洛阳抗战老兵陵园到每年组织民革党员拜谒孙中山
先生像和佟麟阁将军墓……在不断深入的交流中，两地
基层民革组织的契合点纷纷涌现，未来开展共享共建的
联动点随之而来。

在了解到洛阳抗战老兵陵园背后的故事后，4 月 9
日，调研组一行驱车40多公里前往老兵陵园拜谒。在民
革洛阳市孟津支部主委、洛阳市北邙南山陵园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龙标的讲解带领下，大家认真聆听着每一位老
兵的动人故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随后，参观了民革党
史教育基地张钫故居，重温张钫先生为国家民族不懈奋
斗的光荣历史。

千年古都，南北相望。从文旅融合到健康养老，从组
织共建到党史教育，返程路上，还是民革新党员的苏峰仍
很激动，他感慨地说：“收获太多、震撼太大，真的没有比
这更好的入党第一课了！” （何佳子 王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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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亚非会议就是在万隆举行，其
宗旨是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不公正。当时，亚
洲和非洲国家的代表来到万隆，都同意必须
与殖民主义作斗争，反对西方殖民者。

西爪哇省的雅万高铁由中国建造，中国
也是亚非会议的与会国，这证明了我们可以
合作。这条高铁不是来自西方公司，而是来
自中国，来自同样曾经为独立而战、为反殖民
主义而战的国家，所以这种精神是非常美好
的。我们想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合作，在印尼
和中国之间，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印尼和非
洲之间。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我认为，万隆精神历久弥新。过去，我们
共同对抗殖民主义，现在，我们一起对抗贫
困，对抗不公正。这就是为什么交流至关重
要。雅万高铁象征着我们之间的良好交流已
经转化为有利于两国的事业。

世界太大了。当邻国一起合作时，那将
会更好，有助于减少误解。这就是我们建设
东盟的原因。东盟各国同舟共济，加强合
作，经济强劲。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东盟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自然是情理之中。我们希
望能从中受益。

（参与记者 包雪琳 李富玉 刘赞）

专访印尼西爪哇省前省长里德万·卡米勒——

万隆精神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