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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5日电 （记者刘博通）国务委员兼国防部

长魏凤和 25 日同土库曼斯坦国防部长贡多格德耶夫视频

通话。

魏凤和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战略

引领下，中土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

平。中方愿同土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继续加

强战略沟通，深化拓展两军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贡多格德耶夫表示，土方将继续坚定奉行对华友好合作

政策，加强土中在经贸、防务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两国

两军关系水平。

魏凤和同土库曼斯坦国防部长视频通话

本报 3 月 25 日电 （记者张朋辉）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蒋端公使 24 日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代表 20 余个观点相近国家作

共同发言，对一些国家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打着人权幌子对

别国进行诬蔑抹黑表示关切，呼吁各方共同反对和抵制虚

假信息。

共同发言表示，一些国家出于政治目的，编造散布虚假信

息，打着人权幌子对别国进行诬蔑抹黑，为干涉别国内政、实

施单边强制措施、推动人权理事会设立国别机制制造借口。

这种做法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有违人权理事会工作

普遍性、公正性、客观性以及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原则，将误导

国际人权机制工作方向，损害其信誉。

共同发言指出，少数特别机制专家违反《特别机制行为准

则》，基于虚假信息开展工作，发表误导性意见。

共同发言表示，虚假信息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各方

应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反对和抵制虚假信息。各方在讨论人

权问题时应基于事实，不应基于虚假信息，更不应通过编造虚

假信息抹黑别国、干涉别国内政。有关特别机制专家应公正、

客观履职，对收到的信息加强甄别，尊重会员国政府提供的权

威信息，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中国代表观点相近国家

呼 吁 反 对 人 权 领 域 虚 假 信 息

“全球发展倡议内涵丰富，建立在

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在将中

国的发展经验和愿景介绍给世界的同

时，也为全球发展擘画蓝图，契合当今

世界的迫切需要。”美国库恩基金会主

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日前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有

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将推动实现

人人受益的良性循环。中国在减贫方

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

家提供有益借鉴。

库恩长期关注中国减贫事业，曾

前往贵州省惠水县乡村考察。在那

里，他看到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村民们从偏僻之地搬进 70 公里外的

新家，住进了宽敞明亮的住房。“村子

里有 4G 信号，村民们可以通过网络从

事电子商务，接受远程教育，享受网络

医疗等服务。他们对新生活十分满

意。”库恩说。

过 去 30 多 年 中 ，库 恩 走 进 中 国

100 多个城市、乡村开展调查研究，撰

写文章、制作纪录片。“当深入贫困地

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实地走访时，我才

真正体会到减贫工作所需要付出的巨

大努力；当我坐下来与村民交谈、聆听

他们的故事时，我更深切感受到他们

过上越来越好生活的那种幸福感。”

库恩发现，中国地方政府为贫困

家庭建档立卡，精准制定扶贫计划，相

关计划的落实情况会接受月度检查并

记录在案，档案资料数字化后汇总上

报，以便分析管理。“那可是记录着上

千万个家庭发生的可喜变化！中国实

现数亿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

过 70%，世界应当感谢中国！”

库恩表示，中国从科学角度解决

问题，包括设立精准目标、周密规划和

具体的实施措施，而且有很强的执行

力，值得赞赏。在减贫过程中，中国还

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

机制，引导基层扶贫干部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奋发有为，

“扶贫过程中的评估督查让扶贫成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国以自身行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实现

跨越式发展提供借鉴。库恩注意到，非洲不少国家派官员、学

者到中国学习扶贫经验。“事实上，中国一直积极与广大发展

中国家开展合作，就脱贫攻坚经验广泛交流。虽然一个国家

的经验无法完全复制到另一个国家，不过有很多相通之处。”

库恩说，中国的精准扶贫，核心在于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

和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并有明确的组织机构来实施、监督和

检验，“这样的扶贫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很有借鉴意义”。

“中国所做的一切表明，全球发展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发展领域的生动体现。”库恩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惠及全球，是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

提供者。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一脉相承。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的合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华盛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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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共命运与共··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R

3 月 26 日是中国和瓦努阿图建交 40 周年纪念日。40 年

来，在两国领导人掌舵领航和两国人民共同培育下，中瓦关系

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典范。

中瓦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成为真诚相待、相互尊重的好朋

友。双方始终尊重彼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各自

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其

作为本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习近平主席同

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开启中瓦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新时代。2019年，两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合作规划，擘画各领域务实合作蓝图。2021年，中国—太平

洋岛国外长定期会晤机制建立，打造中瓦深化政策沟通新渠

道。政党交往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瓦努阿图 7 个

政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党际关系，瓦方政党领导人积极参加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

会等，与中方共商加强政党合作、增进人民福祉。

中瓦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成为共谋发展、互利共赢的好伙

伴。双方在农渔业、基础设施、海洋开发等领域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巨大，近年来签署 10余项合作文件，大力推进全方位

务实交流合作。中方坚持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极

大提高瓦努阿图自主发展能力。塔纳岛公路、马勒库拉岛公路

等实现了瓦努阿图社区、村庄互联互通，促进了当地农业、旅游

业等发展，被瓦努阿图人民誉为“希望之路”。合资建设的中瓦

渔业加工厂改写了瓦努阿图渔业发展历史，使该国金枪鱼出口

成为现实。中国连续邀请瓦方参加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

推动该国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两国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中国迅速向瓦方捐赠多批抗疫物资和两

批共 10万剂新冠疫苗，有力支持瓦方疫情防控。

中瓦不断增进人民友谊，成为相知相亲、互学互鉴的好兄

弟。中国积极支持瓦努阿图的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合作推进当

地中小学中文教育，持之以恒帮助瓦方发展教育事业。不少瓦努

阿图赴华留学生回国后成为推动本国发展的栋梁之材，一批农业

现代化人才和青年创业骨干成长起来，瓦努阿图年轻人学习中文

和中国文化的热情日趋高涨。自上世纪 80年代起，中国政府派驻

两支医疗队、累计 200多名医生在瓦努阿图开展医疗卫生技术服

务，还派遣“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和多批省市医疗队为当地民众提

供免费医疗服务，促进了瓦努阿图卫生事业发展。

40 年来，中瓦两国始终以诚相知、以礼相待、以心相交，

不但保证了中瓦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真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方愿同瓦方一道，

用真心巩固友谊，靠实干推进合作，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

瓦努阿图“人民的计划”对接，拓展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全

方位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

携手开创中瓦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中国驻瓦努阿图大使）

用真心巩固友谊 靠实干推进合作
周海成

■大使随笔R

大道之行

“这是习近平主席参观咖啡种植园，这是彭丽媛女士品

尝我们家自产的咖啡，这是习近平主席和我们一家围坐在

一起唠家常……”在哥斯达黎加埃雷迪亚省圣多明哥小镇

的一户农舍里，萨莫拉和家人向记者介绍着客厅柜子上摆

放的一张张精心装裱的照片。回忆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年前到访家中的情景，萨莫拉一家记忆犹新。

当地时间 2013 年 6 月 3 日下午，正在哥斯达黎加进行国

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一行驱车来到圣多明哥

小镇。年逾七旬的萨莫拉夫妇早早在门口迎候中国贵宾。

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厨房，他们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介绍他们一家三代 12 口人的家庭和日常生活，展示干净整

洁的居住环境。

萨莫拉一家以种植咖啡为生。在屋后的咖啡种植园，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边走边看，并询问咖啡种植、生

产、销售情况。萨莫拉的小儿子阿尔贝托告诉记者，当时，

习近平主席拿起一朵咖啡花，闻了闻，认为它的外观、颜

色、形态都与中国的茉莉花相近，花香也有几分相似。在

哥斯达黎加，咖啡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饮品。在中国，

茉莉花常常与茶叶按一定比例搅拌在一起，通过窨制工

艺，制成人们喜爱的茉莉花茶。“在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

到，虽然哥斯达黎加与中国地理上相距遥远，但我们有着

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习近平主席关于咖啡花与茉莉花的

比较，就象征了哥斯达黎加人民与中国人民的联结。”阿尔

贝托说。

萨莫拉说，来哥斯达黎加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很多，但走

访普通农民家庭的外国领导人，他们从未见过。“习近平主席

和夫人能来我们这样的农家做客，我们十分激动。”萨莫拉

拿起其中一张照片给记者看，照片里，全家人围坐在习近平

主席身边，萨莫拉的小外孙女亲昵地倚靠在习近平主席

夫人彭丽媛的怀里。“习近平主席非常平易近人，我觉得他

好像已经与我们相识多年，甚至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在后院的小木屋里，习近平主席品尝了萨莫拉家自制

的咖啡和炸饺子。萨莫拉说，他希望中国消费者也能品尝

到他家产的咖啡。习近平主席告诉他们，这次访问期间，中

哥双方签署了多项农产品贸易协议，更多哥斯达黎加优质

农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如今，不仅是咖啡，哥斯达黎加的乳

制品、菠萝、香蕉等其他优质产品，都已飞入中国寻常百

姓家。

在唠家常中，习近平主席告诉萨莫拉一家，他当过农

民，曾在农村基层工作多年。后来在县、市、省、中央工作，

他也经常去农村，同农民见面，了解他们的温饱冷暖和喜怒

哀乐。萨莫拉表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为自己曾经是农民

感到骄傲，这让我们一家印象深刻，也深受鼓舞。”

时至今日，让阿尔贝托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主席说，

做好农村工作，特别是集中力量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让农民们都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很重要的任务。从

此，阿尔贝托开始对有关中国减贫脱贫的新闻格外关注，中

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深深震撼了他。“习近平主席

经常访问学校、工厂，深入基层，到田间地头了解民众的真

实生活。我认为这才是人民所期待的领导人。从新闻中，

我们能看到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看到他为了中国减贫脱

贫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在客厅展示柜里，摆放着一幅中国长城的版画，这是

习近平主席送给萨莫拉一家的珍贵礼物。他们还珍藏着

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尔贝托翻到其中记录习近平

主席走访他们家的一页给记者看，脸上满是自豪。阿尔贝

托说，因为习近平主席的到来，他们家被当地人亲切地称

为“ 中 国 之 家 ”，生 活 也 因 此 发 生 了 很 多 变 化 。 2014 年 6
月，阿尔贝托有机会到中国安徽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来到

了这个令他心驰神往的国度。如今，每到中国农历新年，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都会为他们送上祝福，工作人员

还会来家里探望。中国，已经和萨莫拉一家的生活紧紧

相连。

“这才是人民所期待的领导人”
本报记者 毕梦瀛 王新萍

本报北京 3月 25日电 （记者韩晓明、曹师韵）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 25 日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从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出发，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重建和平而努

力，一贯主张和平是最珍贵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处理国际

关系不应有双重标准。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3 月 24 日，北约峰会发表

联合声明，呼吁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包括

联合国宪章中的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避免予俄战争行

为任何支持及帮助俄规避制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一贯主张，和平是最珍贵的。”汪文斌说，当务之急

是停火止战，而对话谈判是最现实可行的方式。国际社会应

当鼓励俄乌双方谈下去，而不是打下去。冲突延续升级只会

造成更大伤亡，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不断升级制裁只会使

少数人获益，遭殃的是广大老百姓。

“我们一贯主张，安全是不可分割的。”汪文斌说，搞集团

对抗、谋求绝对安全，恰恰会导致最不安全的后果。乌克兰

应当成为东西方沟通的桥梁，而不应当成为大国博弈的前

沿。欧洲各国应当努力构建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而

不是重划东西对抗的分界线。美

国和北约应当同俄罗斯开展对话，

而不是再打一场新冷战。

“我们一贯主张，处理国际关系不应有双重标准。”汪

文斌说，乌克兰的主权安全应当得到维护，俄罗斯的合理

安全关切同样应当得到尊重，欧洲的和平稳定值得捍卫，

其他国家的和平稳定同样值得守护。不能一边声称反对

战争，一边又四处发动战争；一边声称维护和平，一边又肆

意破坏和平。

汪文斌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的是建设性作用。

我们主持的是公道，谋求的是和平，着眼的是长远。我们支

持对话谈判，积极向乌克兰和其他受影响的国家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乌克兰危机尽快得到政治解

决。我们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展现政治意愿，让理

智战胜情绪，让远见战胜短视，让共同利益战胜个别私利，早

日停火止战，避免平民伤亡，防止更大规模人道危机，共同致

力于欧洲和世界的长治久安。

“中方的立场同大多数国家的愿望相一致。我们反对针

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更不接受任何施压与胁迫。时间

将会证明，中方的主张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三个一贯主张

由中国三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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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安全运行

本报 3月 25日电 （记者程是颉）当地时间 3 月 25 日，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对印度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在新德里同

印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

王毅说，中印是毗邻而居的两大文明古国，是拥有 28 亿

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是推动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两大中坚力

量。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双方应加强沟通、

协调立场，维护各自正当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

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各自贡献。

苏杰生表示，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没有改变对中国

重要性的战略判断，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使双边关

系尽早走出低谷，持续推进两国务实合作。

王毅表示，作为成熟理性的发展中大国，中印要将边界

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应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影响

双边关系整体发展。中印应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消耗；相

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排斥。双方要坚持两国领导人“中印互

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重要共识，妥善解决边界问题，

处理管控好分歧，助力双边关系发展。

苏杰生说，去年以来，印中保持外交、军事有效沟通。经过

多轮军长级会谈和边境事务机制会议，两国军队实现了边境西

段大部分地区脱离接触，应尽快完成剩余地区的脱离接触。

双方认为，恢复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要在脱离接触基础上实现常态化管控，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误

解误判。

双方认为，中印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

似立场。应努力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动荡不定的世界提

供更多正能量。

双方同意就深化经贸合作、便利人员往来、跨境河流水

文交流等开展对话沟通。

双方还就疫情防控、乌克兰、阿富汗和多边事务交换意

见。认为应坚持多边主义，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对

话方式和平解决争端，严重关切单边制裁对世界经济及供应

链安全的影响。

同日，王毅会见了印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

王 毅 同 印 度 外 长 苏 杰 生 举 行 会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