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要闻要闻2022年 6月 5日 星期日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理想，是各国人民

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中国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

类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减贫的实践和经验，提振了广大发

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信心。中国积极参

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交流合

作，通过技能培训、投资创业等项目，为其他

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得

到国际社会肯定和赞誉。

“这片茶山就是我们
的‘绿色取款机’”

轻风拂过绿坳青山，空气中满是茶香。

走进老挝南部占巴塞省巴松县的 36 庄园，随

处可见茶农忙碌的身影。近年来，依靠这里

的古树茶，当地茶农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

巴松县位于波罗芬高原，这里纬度低、海

拔高，常年气候凉爽湿润，雨雾丰沛，火山灰

土质富含硒元素。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树龄的

野生古茶树与果树、咖啡树混杂生长，吸收了

花香、果香以及其他植物芬芳，生产的茶叶更

加香气馥郁。

“长久以来，我们有好山好水好茶的资

源，但因加工技术落后，缺少销售渠道，茶产

业长期处于高产量、低产值的局面。”巴松县

县长皮蓬说。

8 年前，中资公司老挝 36 庄园有限公司

来到巴松县，建起了当地最大的茶林、茶厂，

把当地原生态茶推向市场。在茶园采茶已有

3 个年头的乔伊，与往年一样，在 6 月雨季到

来前就进入了茶园，“这片茶山就是我们的

‘ 绿 色 取 款 机 ’，只 要 上 茶 山 就 不 会 空 手 而

归。”乔伊笑着说。

乔伊以前在城里打工，工作不稳定且离

家远。茶园建起来后，她每年都和母亲及其

他村民来这里采茶。她告诉记者，每人每天

能采 15 公斤左右茶叶，日收入超过 15 万基普

（约合 75 元人民币）。“离家近了，每天还有车

接送。每个月除了日常开销还能攒下些钱，

比在工厂打工收入高多了！”

结合当地茶叶特点及种植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中国企业专门派出技术员为村民提供

免费技术培训，包括采茶、炒茶、揉茶、晒茶、

修枝管护、防治病虫害等内容。技术提高了，

村民收获的茶叶越来越多，增收的信心和种

植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村长坎占说，以前村里的贫困户占了全

村的 50%—60%。现在，不少村民种茶树，并

不 断 扩 大 种 植 规 模 ，过 上 了 丰 衣 足 食 的 日

子。“这几年村里变化非常大，很多人靠卖茶

盖起新房子。中国茶企帮助当地民众摆脱了

贫困。”占巴塞省工业与贸易厅厅长本雅德表

示，老挝政府正深入了解中国的减贫扶贫具

体做法，并运用到各级政府工作中去。

“没想到生活能发生
这么大变化”

海伦·戈比兹是一位单亲妈妈，住在埃塞

俄比亚古城阿克苏姆。4 年前，戈比兹独自带

着年幼的孩子生活，日子艰难。在朋友的介

绍下，她加入了当地的妇女培训项目学习石

雕工艺。该项目由中地海外集团捐助，中国

扶贫基金会和埃塞第一夫人办公室、埃塞妇

女经济赋权中心合作开展。2017 年项目启动

后，为当地贫困妇女免费提供石雕、草编等手

工艺培训，并搭建销售渠道，保障了贫困妇女

的基本生活。

在阿克苏姆，石头是美好的象征，石雕也

是游客购买的主要纪念品之一。“培训班为我

们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手工老师，不仅教我们

制作，还安排了设计课程，让每个人都可以制

作出富有特色的产品。”戈比兹至今还记得接

受培训时的情景，“当看到自己制作的第一

个 石 头 挂 坠 时 ，我 激 动 极 了 。 培 训 机 会 太

难得了，它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如今，从事

手工艺品行业的戈比兹过上了自给自足的

生活。

特里斯特是一名家庭主妇，丈夫收入微

薄，维持四口之家日常生活十分艰难。妇女

培训项目为像特里斯特一样有基本竹编技能

的学员请来老师，帮助其提高技艺，还传授了

打开市场的“秘诀”。培训 1 个多月后，卖编织

的竹篮已经让特里斯特增收 1800 比尔（约合

232 元人民币）。

如今，已经有数百名埃塞贫困妇女接受

了培训。她们中有的人培训还没结束，制作

的产品就已被买家看中，甚至直接签订了供

销合同。“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没想

到生活能发生这么大变化”……中国扶贫基

金会埃塞办公室主任刘丰蔚仍记得妇女培

训项目毕业典礼上的一幕：学员们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还为中方代表献上她们亲手编织

的篮子。

“当初选择项目的时候，我们和企业都希

望能留下让当地妇女长久受益的项目。事实

证明，我们的项目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代表着

中国朋友的真心祝福。”刘丰蔚说。

“感谢中国专家给我
带来新思路”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郊区小镇霍奇米尔

科河道纵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首都供应

新鲜瓜果蔬菜和鲜花等。

在霍奇米尔科湖畔，40 岁的农民阿尔瓦

罗·古铁雷斯正在劳作。他务农 25 年多，从蔬

菜到鲜花，为了创收，几乎什么都种过。近年

来，受各种因素影响，他的收入大为减少，几

乎只有从前的 1/10，这让他很苦恼。

前不久，中国农业专家多次为当地人举

办线上研讨班，介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经验。在研讨班上，古铁雷斯得到了指点：因

地制宜，结合墨西哥人的传统方法，将淤泥改

良为种植土，进一步利用当地土壤环境发挥种

植的最大效益。一个月左右，这里就能长出天

竺葵、香菜、瑞士甜菜、洋甘菊等各种植物。

不仅如此，“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式也

让古铁雷斯看到了自家菜园的美好未来。“听

说中国特色农业发展得很好，通过电商找到

了助力农业发展的新发力点。”古铁雷斯说，

以往他只会在菜园子门口摆摊，等着过往游

客购买，“感谢中国专家给我带来新思路，指

导我订单式种植。现在，我开了一家卖鲜花

的网店，足不出户便可以接到来自小镇和墨

西哥城的远程订单，节假日期间我的农产品

卖得更好。”

不远处的霍奇米尔科生态园里，莱昂纳

多·埃 雷 拉 正 在 调 研 如 何 推 动 生 态 旅 游 发

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挣钱更难了，很多

年轻人都去大城市谋生，我们必须想些新点

子。”了解到中国许多地区通过发展特色农家

乐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埃雷拉很感兴趣，在

网上做了不少调研。

“我们曾想过向参观生态园的游客推销

农场蔬菜，但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把生态园

开发成生态旅游景点，游客能获得更多乐趣，

参与性也就更强。”埃雷拉和乡亲们正着手在

家乡推广农家乐，“来农场体验、购买蔬菜的

游客多起来了，收益也增加了，年轻人看到了

更多机会，都愿意留下来了”。

古铁雷斯说，中国特色农业迅猛发展，几

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或发展模

式，真正帮农民实现了脱贫致富。“中国减贫

经验帮助我们改善了生活，不仅让村民的生

活水平提高了，还留住了更多年轻人，让我们

的家乡充满活力。”

（本报曼谷、约翰内斯堡、墨西哥城、北京电）

“中国减贫经验帮助我们改善了生活”
本报记者 孙广勇 邹 松 谢佳宁 颜 欢

新华社莫尔兹比港 6月 4日电 6 月 3 日，

在即将结束访问南太国家之际，王毅介绍了中

国同太平洋岛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打交道

的三个“关键词”。

一是“平等相待”。中国平等对待每一个

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

遭遇，我们充分理解“平等”对于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中小国家的极端宝贵和重要。中国不会

像某些大国那样，动辄要“以实力地位出发”，

时不时把当世界领导挂在嘴边。国际关系应

当实现民主化，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共同商

量着办，而规范民主化的只能是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只能是公认的国际法，而不能是

某个大国或少数国家自行制定的所谓“规则”。

二是“互帮互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

小国家国际地位弱，发言权小，这是目前的国

际 政 治 现 实 。 为 了 维 护 发 展 中 国 家 共 同 利

益，捍卫中小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发展中国

家必须相互帮助、相互支持，

汇聚并放大我们的一致声音，

协调并强化我们的共同立场，

坚 定 并 持 续 地 反 对 一 切 强 权

霸凌。这样做，这个世界才能逐渐变得更加

平衡，才能真正走向和谐。

三是“聚焦发展”。发展振兴、改善民生、

提升国力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共

同使命和当务之急。21 世纪是该我们发展的

时候了。要把深化经贸合作作为我们相互交

流的主题和目标，要共同排除干扰阻滞我们加

快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我们呼吁西方国家

加大对发展的投入和支持，多为发展中国家做

好事、干实事，不要总想着地缘竞争，不要总是

把中小国家当作政治利用的棋子。中国始终

愿以开放态度，同有意愿的发达国家在岛国及

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三方或多方合作，实现多

赢和共赢。

王毅强调，中国的外交风格与传统大国不

同。我们希望的，是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振

兴；我们推进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我

们为之奋斗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毅谈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交往的三个关键词

新华社帝力 6月 4日电 （记者汪奥娜）当

地时间 6 月 4 日，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帝力会

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奥尔塔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

问候，表示东帝汶钦佩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

导下取得的非凡成就，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中国

的发展不仅使东帝汶极大受益，而且对地区

和世界意义重大。

奥尔塔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

以来给予的巨大支持。从两国建交伊始，无

论面临什么困难和压力，我们始终坚定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东帝汶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

满信心和期待。

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赞赏

奥尔塔总统当年担任首任外长时在独立当天

同中国签署建交公报，共同掀开两国关系崭

新一页，是两国友好的见证者和推动者。王

毅 说 ，20 年 来 ，两 国 始 终 平 等 相 待 、相 互 理

解、相互支持，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伙

伴，中国为东帝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民生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疫情发生后，

中国第一时间派包机驰援东抗疫。中国医疗

队在东救死扶伤，先后救治 30 多万东民众。

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东帝汶维和，为东和

平稳定作出贡献。中方愿同

东 一 道 ，以 建 交 20 周 年 为 契

机，总结成功经验、规划未来

蓝图，推动两国全面合作伙伴

关系更上层楼，打造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共同发展的范例。

王毅表示，双方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打造新的标志性项目。愿支持东提升

自主发展能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

程，实现多元化发展。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

企业赴东投资兴业，助力东发展振兴。

双方就加强区域合作达成共识。王毅表

示，中方支持东积极参与地区国际事务，期待

东 早 日 加 入 东 盟 ，成 为 亚 洲 大 家 庭 的 一 员 。

奥尔塔感谢中方的支持，期待尽快实现这一

夙愿。

双方一致同意坚持并捍卫多边主义。王

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 安 全 倡 议 得 到 广 泛 支 持 ，欢 迎 东 积 极 参

与。奥尔塔表示，东帝汶虽然是小国，但我们

坚持原则，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

团结应对国际和平安全面临的挑战。

会见后，王毅在奥尔塔陪同下会见记者

并即席答问。

同日，王毅会见东帝汶国父夏纳纳和革

阵总书记阿尔卡蒂里、议长阿尼塞托。

访问期间，王毅同东总理鲁瓦克举行会

见，同东外长阿达尔吉萨举行会谈并出席合

作文件签字仪式。

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会见王毅

6 月 的 突 尼 斯 风 光 迷 人 ，多 彩 的 鲜 花 点 缀 着 大 街 小

巷，挺拔的棕榈树在海风中摇曳。日前，中国援建突尼斯

外交培训学院项目如期竣工并完成交接，成为中突友谊

的新地标。

学院坐落在突尼斯外交部附近，是一座 5 层楼的现代

化建筑，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走进大楼，多功能教

室、报告厅、会议厅等设施一应俱全，整齐摆放的桌椅以蓝

白为主色调，与地中海风光相得益彰。突尼斯外交培训学

院院长扎里夫告诉记者，学院不仅培训突尼斯本国外交官，

还将使用阿拉伯语、法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对来自阿拉伯

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外交官进行培训。

突尼斯外长杰兰迪在项目交接仪式上表示，该项目是

突中紧密友好合作关系的象征。两国建交以来，各领域合

作计划和发展项目为突尼斯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突

尼斯愿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友好国家开展交流与培训合作，

共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据了解，援突外交培训学院项目是 2018 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重点项目之一，2019 年 5 月开工建

设。“很荣幸与中企技术人员共事，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

专业精神和严谨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突尼斯住房装备

部负责该项目的代表舒克力说，无论是室外景观设计，还是大

楼内部工程质量，都赢得业界人士交口称赞。这是他本人参

与过的项目中建设质量和水平最高的项目之一。

拉伊姆是突尼斯迦太基大学的一名学生，立志成为职

业外交官。项目交接当天，她专门到培训大楼前拍照留

念。在拉伊姆看来，这座美丽的建筑将成为突尼斯首都的

新景观，激励更多在校大学生投身外交事业，为人类友好与

和平作贡献。

友谊的新地标
本报记者 王传宝

“当前，国际环境愈加复杂和充满不确

定性，尤其是面临需求收缩和供应链不稳定

等压力，但中国经济体量大、市场规模大，拥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西班牙东亚问题专家

圣地亚哥·卡斯蒂约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发展不会止步。

卡斯蒂约认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

战，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积极成效。“2020 年，中国是全球唯一

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 年经济增

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名列前茅，显示出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内生动力。”

卡斯蒂约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及全

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对外投资影响力日

益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作用无可

替代，“毋庸置疑，中国的工业进步和经济增

长将成为 21 世纪的一个大事件。”

在卡斯蒂约看来，后疫情时代，为推动

全球经济尽快复苏，世界各国必须加快创

新步伐。“为此，我们必须同保护主义作斗

争，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中国一直是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

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卡斯蒂约表示，

“中国不断深化结构性改革，持续扩大对外

开放，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带动其

他国家和地区共同进步，为世界经济复苏

增添力量。”

谈 到 西 中 经 贸 合 作 时 ，卡 斯 蒂 约 表

示 ，两 国 双 边 经 贸 关 系 保 持 稳 步 发 展 ，中

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最大贸易伙伴，也

是 西 班 牙 在 亚 洲 地 区 最 大 的 出 口 市 场 。

中 国 对 西 班 牙 产 品 、技 术 和 服 务 需 求 旺

盛 ，对 助 力 西 班 牙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在西班牙各领

域投资的不断增长，中国在西班牙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长期来看，中国经

济将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这 将 给 包 括 西 班 牙 在 内 的 各 国 带 来 更 多

发展机遇。”

（本报马德里电）

“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力量”
本报记者 姜 波

1972 年 6 月 5 日是希腊共和国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两国签署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从

此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

牢固、互利的关系。

与希中两国数千年的历史相比，50
年只是一个瞬间。今天，任何学者在考

察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时，不可能不涉

及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分

隔，两国创造的文明在早期鲜有互动，

但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在漫长的拜

占庭帝国时期，希腊人民和中国人民之

间的科学和文化交流迅速发展起来。

希中同为文明古国，这为双方关

系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两国都

对各自的历史文化遗产感到无比自

豪。这种自豪之情无关傲慢，而是经

历过苦难、创造和辉煌的人民应有的

智慧和坚毅之心。

今天的希中关系非常适应现代国

与国交往的准则和条件。双方合作机

制框架稳步扩大，已签署 100 多项协

议。最重要的是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这是希腊与最亲密伙伴的

双边关系定位。

在政治领域，希中保持着最高级别

双边对话。2019年的上海之行给我留

下了美好回忆，我也期待着下一次中国

之行。在我的政府任期内，两国的高级

官员定期举行会晤。我们还为未来几

年的交往做了富有雄心的安排。

在外交领域，两国面临着共同的

全球性挑战。希腊作为欧盟成员国，

一贯主张加强欧中合作。近 50 年来，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为公平、持久地

解决希腊人民高度关注的塞浦路斯问

题积极发挥作用。希腊如果成功获得

2025—2026 年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非 常 任

理事国席位，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

联合国机构中的互动。

自 1972 年双方建交以来，投资和

贸易是我们伙伴关系发展最快的两个

领域。当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中国经

济的惊人崛起和对全球市场的开放政

策。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复兴古丝绸

之路，将欧洲与中国再度密切联系起

来。现在，地理已不再是我们建立更紧密贸易联系的障碍。

中远海运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就是两国经济伙伴关

系不断发展的积极例证。比港项目互利双赢，推动港口超

越欧洲范畴，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发展。中远海运在希腊的

投资得到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希腊政府新近提出的经济复

苏计划、“下一代欧盟”复兴计划，以及当前希腊作为欧洲前

十大投资目的地之一、中东欧国家和中国合作机制成员的

角色，都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

近年来，希中之间的旅游合作取得了惊人增长。希腊

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国游客再次访问希腊创造了

条件。为进一步促进旅游领域的双边合作，希腊计划近期

在成都开设第四个驻华总领事馆。

文化交流是希中互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希中两国以

文明古国论坛为平台，共同努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打击非

法贩运文物。今年，两国共同庆祝希中文化和旅游年，制订

了雄心勃勃的活动计划。2022 年至 2024 年期间，3 个具有

标志性的考古展览将在中国开幕，古希腊的历史、技术和文

化将得到展示。此外，随着两国语言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

的合作不断加强，我们在教育领域的联系正持续深化。

体育运动，尤其是奥运会，称得上是希腊人民基因的一

部分。我要祝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所有参与者，感

谢中国为希腊代表团提供的盛情款待。

现在有超过 2.6 万中国侨民旅居希腊。在北京、上海、

香港等中国主要城市，一个以商贸活动从事者为主的希腊

侨民社团正在形成。这些侨民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未来几

年将成为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文联系的桥梁。

展望明天，希中两国已经开启加速推进政治和经济合

作的进程，双方将以共同的信心和明确的态度来规划未来。

（作者为希腊共和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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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中国援助斯里兰卡首批紧急人道主义药品运抵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

图为工作人员在搬运援助物资。 新华社记者 唐 璐摄

老挝姑娘乔伊在采茶。 老挝 36庄园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