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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电信
联盟的各项活动，逐渐从技术
受益者转变为技术贡献者，从
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治理的
推动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 50 周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

席 位 ，开 启 了 中 国 与 联 合 国 合 作 的 崭 新 篇

章。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 50 年。

过去 50 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

面，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创新日新月异；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南北差距、地区安全、恐

怖主义等挑战增多。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

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大力践行

多边主义。世界各国应该尊重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坚决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

令人欣慰的是，占联合国会员国绝大多

数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呼吁加强联合国作用，

发出倡导和平与发展的正义声音。中国始终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维护发展中国

家整体利益，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加强联合

国权威和效能作出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中

国一直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

用，是多边主义的积极践行者。中国提出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

要理念，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重要正能量，得

到越来越多的赞同和支持。中国在联合国舞

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彰显。

国际电信联盟创建于 1865 年，是联合国

体系内负责全球电信和信息事务的专门机

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的各项活

动，经历了从早期学习、提交方案，再到参与

国际电信标准制定的过程，逐渐从技术受益

者转变为技术贡献者，从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治理的推动者。中

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网络，北斗组网，月球取样，火星巡视，

量子通信，中国空间站接纳多名航天员长期进驻，“天眼”眺望深

空，载人深潜突破万米大关……这些成就无不展现中国科技发展

的速度和质量。

中国在国际电信联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提交中国方案，贡献

东方智慧。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

家加强合作，分享中国发展红利，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譬如，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

计划（2019—2021 年）》明确指出，中非愿加强在国际电信联盟等

国际组织中的合作，促进在人员培训、网络互联互通、创新中心建

设等方面的协作，共同努力缩小非洲数字鸿沟，推进非洲信息社会

建设。国际电信联盟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和全力支持。

展望未来，一个日益繁荣昌盛的中国和一个有效运作的联合

国，一定能为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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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场R

老挝政府表彰为中老铁路建设作出贡献的企业

本报曼谷 12月 2日电 （记者孙广勇）万象消息：老挝政府 12
月 1 日在首都万象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授勋仪式，向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授予“国家一级发展勋章”，向老中铁路有限公司授

予“国家一级劳动勋章”。

在授勋仪式上，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老

中铁路项目指导组组长宋赛·西潘敦代表老挝政府，对中国长期以

来支持老挝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老挝实现由“陆锁国”到“陆联国”

的历史性转变表示真诚感谢，对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老

中铁路有限公司在建设中老铁路这一“一带一路”和老中友谊标志

性工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中老铁路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全线开工，全长 1035 公里，连接

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

老挝“国家一级发展勋章”和“国家一级劳动勋章”，是老挝政

府分别向为国家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境内外机构和劳动者颁发的

最高级别荣誉。

2021年澜湄电视周暨老挝主题日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昆明 12月 2日电 （记者叶传增）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中国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1 年澜湄电视周暨老挝主题日”系列文化活动 12 月 1 日在云

南昆明启动。本届电视周以“睦邻惠邻、互联互通”为主题，聚焦

展现澜湄国家广电视听合作丰硕成果，集中宣传中老传统友好

情谊。

启动仪式现场举行了中老媒体合作成果发布暨中老铁路建设

纪录片《和合澜湄——中老铁路建设纪实》开播仪式，播放了“七彩

澜湄·彩云之南”优秀视听节目展映展播活动片花。此外，云南皇

威传媒有限公司与老挝国家电视台签署首部中老合拍电视剧《占

芭花下的约定》合作协议。

中国企业亮相埃及防务展

本报开罗 12月 2日电 （记者沈小晓）埃及第二届防务展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在开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共有 42 个国家

的 400 余家军工企业参加此次防务展。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等中国企业参展。

埃及国防部长扎基在开幕式上表示，此次展会为参展商提供

了展示国防安全领域尖端设备和交流互鉴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

各国国防系统及军工产业的发展。

中国企业携多款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参展。中国北方工业有

限公司的展品覆盖机动突击、火力打击、智能弹药、防空反导、军技

合作和非传统安全等多个领域。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展品涵盖

固定翼战斗机、高教机、中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等多个大类。

目前，埃及空军已装备了翼龙—1无人机，在反恐等领域发挥作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在现场展示并介绍了 ZDK—03 预警机、

“远谋”新一代指挥方舱、Skydome 综合反无人机系统以及 JY—

27B 远程搜索雷达等先进设备。

湄萨迈村村民在山谷里种植蔬菜。 本报记者 孙广勇摄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日前公布的数据，

美国 2020 年共报告 8263 起仇恨犯罪，涉及

11126 名受害者，比 2019 年增长约 13%。其

中 ，超 过 60%的 仇 恨 犯 罪 案 件 背 后 有 种 族

因素。

这份报告显示，针对非洲裔的仇恨犯罪

从 2019 年的 1972 起增加到 2871 起；针对亚

裔的仇恨犯罪从 2019 年的 161 起增加到 279
起，增长了 76%。同时，约有 7750 起仇恨犯

罪属于人身攻击型，3147 起仇恨犯罪属于针

对财产犯罪。美国联邦调查局刑事部副助

理主任格林伯格说，大多数仇恨犯罪都是针

对 非 裔 美 国 人 的 ，但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有所增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公布的仇恨

犯罪数据很可能被严重低估。美国有约 1.8
万个执法机构，这些执法机构并非必须向美

国 联 邦 调 查 局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比 如 今 年 有

3000 多个执法机构没有提交数据。美国南

方贫困法律中心报告则显示，向美国联邦调

查局报告数据的约 1.5 万家执法机构中，85%
的报告仇恨犯罪数为零，数据显然被严重低

估了。此外，在美国，检察官起诉仇恨犯罪

的证据要求很高，需要证明嫌疑人的仇恨行

为是出于偏见，这实际很难获取。

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逾八成亚裔美国人表示，他们面临越来

越多的暴力。近一半人表示，自去年以来经

历过种族歧视事件，1/3 表示害怕受威胁或

人身攻击。纽约市警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10 月底，纽约市发生的仇恨犯罪数量同

比增加了 96%，其中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

幅最大，高达 343%。《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称，

去年洛杉矶县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

76%，超过 75%的犯罪涉及身体暴力，较 2018
年的 58%显著增加。

近来，美国各地还多次发生针对亚裔老

年人的暴力袭击，一些亚裔社区被迫招募志

愿者，组织巡逻队伍保护自身安全。分析人

士表示，一些美国政客中流行的种族主义言

论，以及有关新冠肺炎疫情起源的阴谋论，都对针对亚裔的仇恨犯

罪激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进步中心的报告表示，近年来

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死灰复燃，导致出于种族偏见的仇恨犯罪越

来越多，这对少数族裔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

美国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创始人尹集成表示，在许多情况下，仇恨

犯罪受害者或他们的亲人并没有看到正义的结果，“打击仇恨犯

罪，行动更重要”。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斯坦尼斯劳斯分校刑事司法部门主任格斯

坦菲尔德表示，美国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打击仇恨犯罪的策

略。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报告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应采取多项行

动打击仇恨犯罪，司法部应该发出明确一致的信息，即“基于偏见

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 （本报华盛顿 12月 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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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巴巴多斯正式脱离英联邦成

为共和国，此前担任巴总督的桑德拉·梅森宣誓就任该

国首任总统，取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成为新的国家

元首。

当天也是巴巴多斯独立 55 周年纪念日，梅森、英国

王储查尔斯、部分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元首等在巴首都布

里奇敦出席过渡仪式。梅森在仪式上致辞说，过去几十

年里，关于巴巴多斯改制的讨论持续不断，如今这些讨

论被付诸实践。她表示，将为了国家和后代的利益自信

而勇敢地前行。当地媒体在报道中表示，“这是一个新

时代的开始”。

巴巴多斯是东加勒比海岛国，面积约 430 平方公

里，人口约 28.8 万。17 世纪初期被英国占领，1966 年 11
月 30 日独立，之后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今年 9 月，巴巴

多斯议会全票通过修宪提案，决定该国将脱离英联邦，

改制为共和国，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巴巴多斯西印度大

学教授辛西娅·巴罗—贾尔斯指出，成立共和国是巴巴

多斯人民多年来的愿望，巴巴多斯政治进程已经发展到

成熟的阶段，走向共和制是重要的一步。

作为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之一，巴巴多斯经济过去长

期较依赖糖业出口，与英联邦国家经济往来紧密。20
世纪 90 年代，巴逐步确立了以旅游、离岸金融、建筑等

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加勒比地区经济发展较

好的国家之一。 （本报里约热内卢 12月 2日电）

巴巴多斯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国
本报记者 毕梦瀛

意大利卫生部日前公布的疫情数字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逾 500 万例。目前，意大利已发现感染新冠变异病

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图为近日，行人佩戴口罩走在意大利罗马街头。 新华社发

核心阅读

推动农村地区脱贫，尤
其是促进经济相对落后的
北部山区实现发展，一直是
泰国政府减贫工作的重点
内容之一。在传统罂粟种
植区，随着替代种植项目的
不断推进，当地农业种植面
积不断扩大，手工业、旅游
业也随之兴起，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从泰国北部城市清迈出发，沿着蜿蜒的

盘山公路行驶两个小时后，记者到达位于泰

缅 边 境 湄 林 县 的 湄 萨 迈 替 代 种 植 发 展 中

心。湄萨迈发展中心成立于 1974 年，覆盖

湄林县两个村子的逾 2000 人口，农田面积

近 32 平方公里。“这里的村民之前以种植罂

粟为生，现在主要种植蔬菜、水果和咖啡。”

中心主任安诺告诉记者。

传授种植技术 形成品牌效应

“这里距县城 40 公里，海拔 1500 米，是

离城镇比较近的替代种植发展中心，其他

更多的中心分布在更深更高的山林里。”安

诺介绍，中心的工作是开发适合当地土壤

和气候的经济作物，再把种植技术传授给

村民。

在一个蔬菜大棚内，记者看到许多长方

形的托盘，里面种的白菜苗刚吐出新芽。一

般来说，中心要等到白菜苗逐渐茁壮后，才

会让村民取走，以保证成活率和生长密度。

“每周，技术人员都会去村里检查蔬菜生长

情况，帮助防治病虫害。”安诺说。

蔬菜地不远处，草莓、葡萄等水果苗也

正处在培育和观察阶段。去年，这两个村子

共 收 获 水 果 50 吨 、蔬 菜 36 万 公 斤 ，价 值

1500 万泰铢（1 元人民币约合 5 泰铢）。这些

水果和蔬菜被统一纳入替代种植项目的品

牌下，运到大型连锁超市售卖。

在另一个大棚里，一台播种机正在通过

并排的小孔，把种子均匀播撒在营养土上。

“在研究农作物品种的同时，我们还对农机

改造升级，以提高种植效率。以前靠人工要

30 分钟才能完成的播种，用这台设备只需

要 1 分多钟。”技术员甘尼喀说。

为了发展山地经济，泰国替代种植项目

在北部 7 个府设立了 39 个发展中心。在此

基础上，政府又在北部和中部设立了 40 个

高山地区经济发展研究院工作点。从湄卓

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安诺已经在替代种植

项目工作了 16 年。“我是在山里长大的，希

望帮助山区的乡亲们不断改善生活。”

收入显著增加 日子越过越好

从发展中心坐上皮卡车，沿着颠簸的山

路，记者来到湄萨迈村村外的一处山谷。远

眺村庄，群山环绕，朵朵白云飘过，盆地内的

红砖灰瓦若隐若现。

“ 以 前 ，从 村 子 走 出 大 山 需 要 一 天 一

夜。”村民威吞听说，祖辈们的生活曾经十分

贫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替代种植彻底改

变了山村的生活。

在村子附近的一大片谷地里，绿油油

的蔬菜长势喜人。旁边的几座山坡也被开

垦成梯田，种植着各类经济作物。村民叻

达侬一家参加替代种植项目已有 10 多年，

蔬菜种植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一年能收

获白菜四五次，每次大约 4000 公斤。每公

斤 白 菜 能 卖 4 至 5 泰 铢 ，有 时 甚 至 卖 到 10
泰铢。现在靠种白菜养活全家、供 5 个孩

子上学，没有问题。”叻达侬乐呵呵地算了

一笔经济账。

叻达侬家里有皮卡车、电视、冰箱，还堆

着一包包的稻谷。“以前村子里穷，现在改种

蔬菜、水果等，每年能攒好几万泰铢。村民

富了，村子也热闹起来。”

和叻达侬一样，湄萨迈村不少村民通过

种植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过上了安稳生

活。“去年，参加替代种植项目的村民人均年

收入大约 6 万泰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经济

收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当地的基础设

施也大有改善，修建了学校，孩子们也能就

近上学了。”安诺说。

传承手工技艺 发展乡村旅游

泰国北部地区多为高山，山上分布着一

些少数民族村寨。在湄萨迈村，上百户民居

散居在山坡高地上。在村口的小型博物馆

里，记者看到各种各样的火麻制品，有上衣、

裙子、外套、帽子等衣物，也有背包、笔袋等

小物件。

在屋前的一块平地上，几个老人正在加

工火麻制品。他们先把火麻主茎晾晒 7 天，

然后剥离茎皮，进行水煮、搅拌、清洗、染色

……“制作这样一件上衣需要 20 多道工序，

得花两三个月时间，售价大约 6000 泰铢，是

一般普通棉布衣服价格的好几倍呢。”村民

诺茜一边织布，一边告诉记者。

7 年前，湄萨迈村成立了合作社，加工

火麻制品，吸引了 30 多位村民参加。去年，

每人领到 5 万泰铢分红。“制作火麻制品，既

能增加收入，也是传承我们的民族手工艺。”

村长班颇说。

“穿上火麻纤维做成的衣服，在热季感

觉凉爽，在凉季则保暖性好。不仅我们山地

民族喜欢穿，不少游客也前来购买，甚至还

远销到了国外。”诺茜高兴地说。

在湄萨迈村的一处高坡上，记者看到一

家崭新的民宿，门前鲜花盛开。来自普吉的

游客巴妮告诉记者：“和朋友一起到泰北旅

游，这里气候舒适，还能体验山地民族生活，

感觉身心很放松。”

湄萨迈村只是泰国北部山区的一个发

展缩影。如今，替代种植已覆盖了几十万在

北部山地居住的村民。“通过引导村民种植

短期和长期收获相结合的农作物，制作传统

手工艺品，发展乡村旅游，他们的收入不断

增加，大家的生活有了保障。”清迈府副府尹

差猜万告诉记者，泰国许多政府部门和国有

企业还同时出台了一些不同的帮扶计划，共

同帮助山地村民脱贫。

（本报清迈电）

发展替代种植 开发乡村旅游

泰国推动北部山区脱贫显成效
本报记者 孙广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