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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 8月 14日电 （记者原韬雄）8 月 14 日，第六届

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

西安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杨洁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杨洁篪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近 9年来，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共建“一带一

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展现出愈加

旺盛的生命力、愈加强劲的吸引力。中方倡议各方要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共同守护人类生命健康，共同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

共同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共同打造标志性民生工程，坚定不移

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增长，努力将“一

带一路”打造成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惠及各国人民的“幸福路”。

杨洁篪强调，中国愿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

共赢原则同所有国家发展良好合作关系，将一如既往尊重和

支持各国人民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

定和发展繁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

意志坚定不移，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任何势力无法阻挡的。

主宾国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投资和外贸部长霍扎耶夫

以视频方式致辞。

第 六 届 丝 博 会 开 幕
杨洁篪出席并致辞

近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指导、中国民间组

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的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

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

信。本次大会主题为“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助

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多国政要、前政

要、驻华使节、非政府组织、智库及企业等代表约 400
人参会。1000 余家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和媒体共

同签署了《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联

合宣言》，展示了各国民间社会共商全球发展大计的

决心和信心。

近年来，中方积极与国际民间社会一道，为促进

全球发展繁荣汇聚民间力量，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授人以渔，传递发展希望

“谢谢‘中国妈妈’们的帮助和关爱，我会努力学

习，希望能像你们一样帮助尼泊尔民众。”尼泊尔姑

娘白小梅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表达了她的愿望。她还

有另外一个称号：“木兰姑娘”。2018 年 10 月，“木兰

POWER”爱心公益基金在北京市妇联的指导下，由

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市妇女国际交流中

心共同发起成立，旨在促进各国妇女儿童友好交流

合作。该基金支持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尼泊尔贫困

女童助学计划”，白小梅是第一期受资助的 9 名尼泊

尔女孩之一。

白小梅说，在项目资助下，她们 9 个女孩不仅顺

利完成高中学业，还努力学习汉语，全部通过汉语水

平考试，达到二级标准。目前，已有 2 名“木兰姑娘”

被中国大学录取。今年 9月，“尼泊尔贫困女童助学计

划”第二期将启动，10名尼泊尔女童将成为受资助对象，

有望继续通过学习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今年 7 月，一场特殊的培训在浙江温州医科大

学展开。来自埃及、喀麦隆、中非等非洲国家的 200
余名学员，在线参加了 2022 年“生命天使”非洲助产

士助理培训项目。为帮助非洲国家降低孕产妇和新

生儿死亡率，2018 年，安博致远国际文化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联合温州医科大学、坦桑尼亚中国友好

促进会等机构发起“生命天使”非洲助产士助理培训

项目。2018 年至 2019 年，40 余名非洲学员在温州接

受培训。“如果多一些人懂得助产知识，就可以帮助

更多孕产妇。”坦桑尼亚学员穆阿查·哈皮尼斯·提布

鲁斯希望将所学的知识带回祖国，为促进非洲母婴

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自加纳的安娜·安·玛丽是一名妇科专业的学

生。她说：“我要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教给更多的

人，通过他们再进一步普及，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中国

医生可以来非洲，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医疗经验，让更多的非洲

民众受益。”

国际民间社会力量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要

关注减贫、公共卫生、教育、数字互联互通和工业化，让可持续

发展惠及每一个人。各国都必须认识到，克服全球挑战的唯

一途径是知识共享、多边主义和区域合作，这符合每一个人的

利益。”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大会时表

示：“我们要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重振合作与团结，共同走向

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

雪中送炭，助力普惠民生

今年 6 月，阿富汗东部发生强烈地震，受灾严重的帕克提

卡省和霍斯特省近 4000 人伤亡。灾情发生后，来自中国的援

助第一时间翻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抵达阿富汗震区。中

国社会组织、在阿中企和华侨华人也迅速行动，参与到阿富汗

灾后重建中。

中文和普什图语中，均有“患难见真情”这样的话语。震

后几天，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驻阿富汗工作组就来到阿富汗

贝马尔地区，向受灾的 5 个村庄 125 个家庭送去了面粉、食用

油、大米等救灾物资，还联合中企为受灾民众送去奶粉、衣物

等。阿富汗华侨华人自发购买药品、帐篷等，自筹资金运往灾

区。阿富汗灾害管理部公共关系司代理司长沙姆

苏丁·哈克亚尔表示，感谢中国社会各界提供的人

道主义援助。

在中国的另一邻国蒙古国，每逢冬季来临，不

少牧民都会因为水源缺乏而要宰杀很多牲畜。“入

冬后是牲畜饮水最困难的时期，零下二三十摄氏度

的气温下，很难找到没被冻上的水源。以往只能通

过减少牛羊数量来保证供水，很多没长大的小牛小

羊也只能卖掉。”一位牧民向中蒙“丝路之友”幸福

泉项目负责人说。

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与蒙方

合作，发起中蒙“丝路之友”幸福泉项目。在蒙古国

肯特省的 9 个县挖了 15 口水井，并向牧民传授水井

使用及保养方法，提供滤芯等耗材，解决了 2.25 万

公顷牧场 3.6 万多头牲畜的饮水需求。有了“幸福

泉 ”，这 些 牧 场 冬 季 水 源 不 足 的 问 题 得 到 极 大 改

善。“这些水井帮助我们的牛羊顺利成长！”牧民们

喜在心头，反复向中方援建者表示感谢。蒙古国总

理办公室也向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表示了感谢。

欧洲议会前议长、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

金会会长舒尔茨表示，中国对全球发展的贡献建立

在自身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成功消除了绝对

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明确了下一

阶段社会发展目标以及要采取的措施。现在，中国

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积极回应他们的发展需要，

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共同行动，创造美好生活

一个又一个务实合作，让更多国家民众实现共

同发展。

中国扶贫基金会（现更名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发起的国际微笑儿童项目，先后在埃塞俄比亚、

苏丹、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等 5国实施，通过为发展

中国家受饥饿儿童供餐或发放粮食，帮助他们健康成

长、重返校园。截至 2021年底，累计惠及 91438人次。

今年 6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紧急援助粮食包项

目捐赠仪式在斯里兰卡科伦坡科塔纳学校举行，粮

食包惠及科伦坡 4 所学校的 1150 名学生。

今年 1 月，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域火山爆发，中国

红十字会紧急调拨 3000 个装有毛毯、雨伞、手电筒、

卫生用品等的家庭包，驰援汤加红十字会抗灾行

动，为受灾民众基本生活提供保障。中国红十字会

还向汤加援助了 260 套净水设备，助力当地解决饮

用水污染、民众用水困难等问题……

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

会上，宣布建立“国际民间社会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项目库”，推出包括和平发展基金项目、“民间助力减贫”项目、

国际微笑儿童项目、国际爱心包裹项目等在内的 30 个务实合

作项目。其中，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为主推出的和平发展基

金项目将在发展中国家投入 1 亿元人民币，开展卫生健康、减

贫、教育等领域民生项目，以深化抗疫和减贫合作，促进经济

复苏，改善民众生活。巴基斯坦穆盟（谢）主席、政府总理夏巴

兹表示，那些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应当在国家、地区

和国际各层面的机制中得到落实，联合国框架下的相关机制

也应发挥作用，实现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源、科技等互联互通，

加快发展中国家建设。

大会还宣布启动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为各国民间社

会共同推动国际减贫事业发展搭建平台。多米尼克工党领

袖、政府总理斯凯里特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将使多边合作机

制优势最大化。该倡议致力于将新经验转化为共同行动，为充

分利用各方的多样化知识储备、优势、技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爱尔兰前总理、国际行动理事会联席主席埃亨表示，当

前，世界经济形势严峻，部分地区爆发冲突，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一直

与合作伙伴携手努力，希望国际民间社会开展的工作能够为

促进全球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各国人民热切期盼通过发展

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际民间社会将为推进全球发展倡议

落地落实构筑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提供更加有力的民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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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3 月到 6 月，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进入雨季。往年

一到这个时候，农民阿卜杜拉就开始发愁：“一方面，雨季时

雨水充沛，却储存不了，哗哗流走了；另一方面，雨季过后旱

季来临，又没水给庄稼灌溉，农田很干旱。”由于耕作技术和

农业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桑给巴尔超过 8000 公顷具备灌溉

潜力的土地中，仅有 800 公顷能得到灌溉，严重制约了当地

农业发展。

今年 7 月，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下属水电九局承建的灌

溉项目完成建设，阿卜杜拉看到了丰收的希望。该项目包

括 4 座水库、49 口水井、113.5 公里灌溉渠、94.7 公里排水渠、

100 公里农田道路及 1524 公顷土地平整等，分布在桑给巴尔

最大的两个岛——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上。项目投入使用

后，桑给巴尔可灌溉土地面积预计增加至 1800 公顷。

“谢谢中国朋友，灌溉工程让我家的耕地变多了。”一条新

建的灌溉渠不远处，是阿卜杜拉家的芒果园。灌溉项目建设

过程中，中国企业还拓宽了沿线道路。不久前，一条平整的乡

间道路将芒果园和主干道连接起来，“农用车在路上行驶得平

稳多了，我们采收芒果更加方便，周边的农民也受益良多。”阿

卜杜拉说。

农 民 哈 桑 的 家 在 桑 给 巴 尔 岛 北 部 。 2019 年 项 目 开 工

之 初 ，他 应 聘 到 项 目 部 工 作 ，担 任 助 理 测 量 工 程 师 。“3 年

来，我参与了每个灌区的测量和建设，见证了一座座大坝拔

地而起，一条条渠道开挖通水……”看着岛上一望无际的耕

地，哈桑动情地说：“灌溉项目的建成，实现了我们村民的

共 同 心 愿 ，旱 涝 灾 害 将 极 大 减 少 ，庄 稼 灌 溉 也 将 拥 有 稳 定

水源！”

在 项 目 建 设 高 峰 期 ，近 500 名 桑 给 巴 尔 居 民 参 与 了 建

设。“中国同事手把手教我们操作试验仪器、全球定位系统测

量仪和各种机械设备等，提高了我们的劳动技能和就业竞争

力。”现在，哈桑和同事们都成了当地抢手的基建人才。

去年 11 月，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第二副总统阿卜杜拉在视

察灌溉项目时感叹说，灌溉项目是当地的重大民生工程，建成

后可大力提高桑给巴尔的粮食生产能力，对解决当地民众面

临的粮食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中国团队为项目建设作出的贡献。”坦桑尼亚桑给

巴尔前总统谢因表示，近年来，中国在医疗、卫生、教育、基础

设施等领域向桑给巴尔提供了各种无私帮助，“我们愿与中方

加强交流，进一步推进两国友好和务实合作。”

“实现了我们村民的共同心愿”
本报记者 周 輖 黄培昭

共创繁荣发展新时代

“几十年来，中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为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阿根廷拉普拉塔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司芙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消除了极端贫困，中国的

快速发展带动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人权事业在理论

和实践上都取得巨大进步。

“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应该看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

高，需求是否被满足。一个国家的人权发展状况怎么样，本国

人民最有发言权。”司芙兰举例说，同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中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只有几十美元提高到目前的超过 1.2
万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2021 年的 78.2 岁，“这些

数据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的有力证明。中国的发展

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方面，也体现在医疗、健康、教育、住

房等诸多方面，弱势群体的权利也得到充分保障，尊重和保障

人权体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司芙兰提到，自 1991 年中国发布第一部人权白皮书，至

今已发表 13 部综合性的人权白皮书，“这能让全 世 界 更 好

地 了 解 中 国 人 权 发 展 状 况 。”司 芙 兰 表 示 ，世 界 上 不 存在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保障模式，各国在发展人权事业时

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和文化特点，“中国人权发展的实践为其

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出宝贵经验，极大丰富了全球人权治理

内涵”。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

一步。”司芙兰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国家和种族，

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高度契合，其创新之

处在于倡导国际合作和共同行动，有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民

主化进程，为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贡献力量。

司芙兰表示，当前，全球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地区

冲突加剧等诸多严峻挑战，极端贫困人口上升、社会不平等和

种族歧视日益严重，国际人权治理面临新的困难。全球人权

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各国更加团结一致，反对部分国家在人

权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歪曲事实来破坏地区和平与发展。

发展中国家是推进人权进步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相互团

结、共同努力，必将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全球人权事业

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极大丰富了全球人权治理内涵”
本报记者 姚明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给亚洲

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是对生命和人权的粗暴践踏，也是对

人类文明的严重挑战。日本本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

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然而，77 年后的今天，日

本却频频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加紧推进自身军事松绑，极力

拉拢域外国家在地区搞对抗……种种错误做法悖逆历史正

义，损害亚太和平稳定，引起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和平力量的

高度警惕。

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是战后日本实现自我救赎、回归国

际社会的前提条件。然而，77 年来，日本始终没有真正做到

这一点，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历史公论、国际正义的挑

战。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发生新变化，为军国主义侵略

史翻案之风愈演愈烈。日本政治人物频频参拜供奉有二战甲

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淡化南京大屠杀罪行，否认强征慰安妇，

并公然质疑挑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东京审判，不断

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制造事端……日本掩盖、否认甚至美化侵

略历史，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

严重挑衅。

日 本 右 翼 势 力 热 衷 于 篡 改 历 史 ，根 本 目 的 是 摆 脱 战

后 国 际 秩 序 的 束 缚 ，再 度 实 现 军 事 扩 张 。 日 本 大 肆 炒 作

邻国“威胁”，主动勾连域外大国，企图在亚太地区制造割

裂 、挑 起 对 抗 。 在 恶 意 渲 染 地 区 局 势 紧 张 的 同 时 ，日 本 松

绑 安 保 政 策 的 步 子 也 越 迈 越 大 。 加 快 推 动 修 改 和 平 宪 法

议 程 ，修 改 武 器 出 口 三 原 则 ，强 行 通 过 新 安 保 法 ，解 禁 集

体自卫权，通过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

计 划》，不 断 增 加 防 卫 经 费 ，发 展 所 谓“ 反 击 能 力 ”…… 日

本 在 背 离 专 守 防 卫 的 路 上 越 走 越 远 ，不 断 释 放 出 否 定 战

后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的 危 险 信 号 ，成 为 亚 太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面

临的严重风险隐患。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高调表演，进一步暴露其险恶用

心。日本曾非法侵占并在台湾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

治，杀害 60 多万台湾同胞，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方本应

认真反省侵略历史，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所作承

诺，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

台湾问题上的消极动向频繁集中，一些政治势力声称“台湾

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政府不久前发布 2022 年版《防卫

白皮书》，罔顾事实渲染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妄称“台

湾局势对日本安全及国际稳定十分重要”。上述行为严重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

出的严肃承诺，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美国国会众议长

佩 洛 西 窜 访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招 致 国 际 正 义 力 量 广 泛 谴 责 。

但在台湾问题上负债累累的日本，却公然替美国放任佩洛

西窜台、侵犯中国主权的错误行径张目，对中国政府合理合

法的反制行动说三道四，追随配合美方搞“以台制华”。日

本这种为虎作伥的恶劣做法，包藏搞乱台海、搞乱亚太、从

中渔利的险恶用心。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风险偏好”不断

提高的日本，难道要重蹈覆辙，再次滑向以邻为壑、祸乱地

区的深渊？

开历史倒车者，必将走入歧途。日本只有迷途知返，深

刻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尊重亚洲邻国安全关切，

坚 持 走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才 能 在 地 区 发 展 中 找 到 自 身 的 位

置。继续执迷于逆时代潮流而动，日本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开历史倒车者，必将走入歧途

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是战后日本实
现自我救赎、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条件。
继续执迷于逆时代潮流而动，日本最终只
会自食恶果

■命运与共R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开展基础设施、住房、电信、能源等领域建设，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图为中国铁

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铁建国际）在阿尔及利亚布里达承建的 2000 套租售房项目，项目移交后将有效改善当地中低收入人群的

居住条件。

阮剑华摄（铁建国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