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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如今是雅典

科学院院士、雅典大学教授。虽已年逾古

稀、满头白发，但他精神矍铄，仍活跃在希腊

学术界。担任希腊总统期间，帕夫洛普洛斯

于 2019 年 5 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

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帕夫洛普洛斯日前在中国驻希腊大使馆

接受了记者采访。忆及访华经历，帕夫洛普

洛斯说，他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就文明交

流互鉴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说：“习近平主席

充满智慧，是一位非常珍视文明价值并了解

文明的精髓和使命的领导人。我们曾就希

腊文明和中华文明存续的秘诀展开讨论，最

终得出一致结论——因为希腊文明和中华

文明都鼓励文明之间的交流，绝不固步自

封。我们达成加强文明对话的共识，并朝着

这 个 方 向 努 力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积 极 成 果 。

习近平主席对文明的理解，为文明对话提供

了新的维度，赋予文明对话更深刻的内涵。”

中 华 文 明 源 远 流 长 ，古 希 腊 文 明 影 响

深远。 2000 多年前，中希两大文明在亚欧

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

了重大贡献。2019 年 5 月，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开幕式前，习近平主席同出席开幕式的

外方领导人共同参观文物展，观赏了来自

中国、希腊等国的精品文物。几件外国文

物中，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石雕头像

栩栩如生，英气勃发。习近平主席说：“亚历

山大在打通中西方文明方面做出了贡献。”

帕夫洛普洛斯对习近平主席说，下次您访问

希腊，我愿意带您去看更多相关文物。他还

介绍，亚历山大从古希腊出发远征，吸取了

沿途的文化精华，对于推动文化对话发挥了

重要作用，打通了从西到东的一条重要文明

通道。

2019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对希腊进行

国事访问。无论是正式会谈还是欢迎宴会，

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话题总能在两位元首

间产生共鸣。在同帕夫洛普洛斯会谈时，

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怀着对文明的尊重和对

未来的期许来到希腊。每次你我之间的交

谈，每次中希之间的交流，都能产生“酒逢知

己千杯少”的共鸣。在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彭丽媛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上，帕夫洛普洛

斯发表致辞表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发生

冲突、制造隔阂，而是交流互鉴、和谐共存，

共同致力于人类和平与进步。在这方面，

中国为世界作出了榜样。“习近平主席对希腊

的国事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推动希中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帕夫洛普洛斯说。

2023 年 2 月，习近平主席复信雅典大学

维尔维达基斯教授等希腊学者，祝贺中希文

明 互 鉴 中 心 成 立 。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复 信 中

高 度评价中希建立文明互鉴中心的重大意

义 ，强 调 要 促 进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共 同 构 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深入了解和把握各

种文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让一切文明

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帕夫洛普洛斯

对此深表认同：“希中文明互鉴中心的成立

大有益处。希中两国都认为文明是平等的，

都强调对话与共存，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

于人。这种文明交流与合作超越了国与国

之间的范畴，让世人看到文明平等对话的重

要意义。”帕夫洛普洛斯说，自己所在的雅典

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并在不断推进合作，与希中文明互鉴中心一

道促进互学互鉴。

去年 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

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

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

合作。帕夫洛普洛斯认为，全球文明倡议

有力驳斥了“文明冲突论”。“全球文明是一

条 大 河 ，各 国 文 明 就 像 溪 流 ，汇 入 这 条 大

河。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产生冲突，冲突也

解决不了问题。在当今变乱交织的时代，我

们能够通过对话展现和平的价值，维护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成为共同捍卫世界

和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他说。

中希是共建“一带一路”和文明交流互鉴

的伙伴。帕夫洛普洛斯高度评价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对世界的意义和希中共建“一带

一路”的丰硕成果。“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国

际经济合作与发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

同。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希腊

希望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机遇，同中

国深化交流与合作。”帕夫洛普洛斯表示，自

己在希腊政府担任内政部长期间，见证了

两国合作建设比雷埃夫斯港的开始。“中国

在希腊最困难的时期对希腊进行投资，使希中

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希望。”

帕夫洛普洛斯表示，作为欧盟成员国，

希腊愿继续积极推动欧中关系健康发展。

“希腊在欧洲国家中很早就开始发展与中国

的伙伴关系，未来将继续做好欧中合作的桥

梁。”帕夫洛普洛斯说。

“为文明对话提供了新的维度”
本报记者 谢亚宏

大道之行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次访问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古巴副总理塔皮亚·丰塞卡

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推动科技创新、完

善基础设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取得

巨大成就，令人钦佩。”

日前，塔皮亚应邀访华并出席全球共享

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级别会议。他表示，

作 为 落 实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的 务 实 举 措 之 一 ，

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以 深 入 推 进 各 领 域 合 作 ，推 动 实 现 联 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在此次会议上，

中方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包括为发展中国家

培养更多专业领域人才等，“我们相信这些举措将

进一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塔皮亚表示，中方坚定不移同各方一道

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全球

发展倡议框架下，中方通过多种方式与“全球

南方”国家加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古巴积

极支持全球发展倡议，是“全球发展倡议之友

小组”成员，愿同中方携手推进全球发展倡议

走深走实。

中 国 和 古 巴 是 好 朋 友 、好 同 志 、好 兄

弟。建交 60 余年来，两国相互支持、携手并

进，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农业合作为例，

两国开展桑蚕、辣木等合作已有多年，为推

动古巴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对

于两国继续深化农业合作具有示范意义。”

塔 皮 亚 表 示 。 此 次 访 华 期 间 ，他 还 走 访 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北京郊区

的乡村和养殖基地等，了解相关农业技术和

管理经验。塔皮亚说：“看到中国采用先进

技 术 提 升 农 作 物 抗 病 虫 害 能 力 、提 高 生 产

水平，更让我坚信两国在加强农业技术交流

等方面拥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塔皮亚表示，古中两国有着特殊友好关

系，在艰难时刻，两国都为彼此提供了重要支

持。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向古巴提供了紧急

粮食援助，中国援古巴 12 兆瓦太阳能光伏电

站设备项目完成交接。“中国为古巴经济恢复

提供了支持，这些援助以及两国在重大民生

领域的合作对古巴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塔皮亚表示，古巴愿同中国继续加强务实合

作，携手共建古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古中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发

展中国家真诚互助的典范。落实好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是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的重

点。我们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将不

断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共同书写古中友好新

篇章。”塔皮亚说。

“共同书写古中友好新篇章”
本报记者 王骁波 人民网记者 周 雨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7日电 （邵艺博、黄锦江）针对近期

“中国游”成为国际旅游市场“新热潮”，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17日

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在中国走遍每一座城市，看遍每一个

美景，欢迎大家继续打卡“中国行”、乐享“中国游”。

他表示，中方持续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对法国等 15 国试

行免签入境 15 天政策，扩大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范

围，适用口岸增至 37 个。中方全面实行外国旅游团乘坐邮

轮入境免签政策，也一直在优化移动支付、景区购票等配套

服务。“这些措施为外籍人员来华旅游、工作、生活提供了便

利，也让外国朋友们能够在入境中国的‘新热潮’里充分探

寻中国的魅力。”

外 交 部 ：欢 迎 更 多 外 国 朋 友 乐 享“ 中 国 游 ”

新华社北京 7月 17日电 （记者邵艺博、马卓言）今年是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10 周年。外交部

发言人林剑 1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10 年

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

果，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林剑说，2014 年 7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出席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发表题为《努力构建携

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打造中拉命运共

同体，为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得到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广泛积极响应。10 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拉命运

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

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林剑表示，中拉政治互信持续增强。习近平主席已 5 次

访问拉美和加勒比，接待地区多国领导人访华，并在双多边场

合密集会晤，凝聚战略共识。中拉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

已与 22 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

录。中拉年贸易额近 5000 亿美元，中方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

伙伴国和巴西、智利、秘鲁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拉人文交

流蓬勃开展。“中拉文化交流年”、“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

培训交流营等品牌活动丰富多彩，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落地

见效，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深入人心。中拉论坛长足发展。论

坛框架下已成功举办包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内涵盖 28 个领

域共计 90 余场活动。明年论坛将迎来正式运行 10 周年，中拉

双方正就举办相关纪念活动保持密切沟通。中拉国际协作密

切配合。中拉双方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全球性议题上保

持良好沟通协作。前不久中国和巴西共同发表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共识，得到 100 多国积极支持和响应，发出了维

护和平、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中拉强音”。

林剑说，今明两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峰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缔约方大会等将在拉美举行，全球治理进入“拉美时刻”，世

界再度“聚焦拉美”，这也为中拉关系发展带来重要机遇。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

方’大家庭成员。中方将继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

观加强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团结合作，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同地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这

艘大船行稳致远，驶向下一个更加光明的 10 年。”林剑说。

外交部：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中国经济克服挑战、稳步
前行，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展望未来，一个不断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将为各国
提供更多机遇，助力世界经济
稳定健康发展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恢复向好

态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7月 16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更 新 内 容 ，预 计 今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5.0%，较 4 月份报告的预期上调 0.4 个百分

点。中国经济稳定运行、长期向好，也为世

界经济复苏增添了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认为，以中国等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

体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从 2024 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中，既能

看到量的增长，更能看到质的提升。上半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 61.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5.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3.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5%；基 础 设 施 和 制 造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5.4%和 9.5%，显示复苏暖意；货物进出口

总额达 21.2 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

期新高。从基本面和中长期看，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德国黑森州

欧洲及国际事务司前司长米夏埃尔·博尔

希曼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稳定，未来将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中国仍是世界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量。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有条不紊地展开，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增

加、可持续性增强。集成电路、服务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太阳

能电池等智能绿色新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催生新的消费场景，消费新模式带动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8.8%；单位 GDP 能耗继续下降……推

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在继续累积。

巴基斯坦智库全球丝绸之路研究联盟创始主席泽米尔·阿万

近日发表文章指出，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和挑战之

际，中国作为稳定力量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

入强劲动力。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着力增强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活力、潜力。南非独立传媒集团董事长伊克巴尔·瑟弗认为，

中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锐意改革的远见智慧和勇气魄力。国际人士高度关注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

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确保转换平稳顺利。法国中国问

题专家莱娅·贝西表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将为世界

各国带来巨大机遇。

中国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

空间。首次在全国范围对跨境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出台进一步支

持境外机构投资境内科技型企业的若干政策措施……一系列

政策举措彰显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坚定决心。中国

是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 7年

位居全球第一；“一带一路”朋友圈扩容至 150多个国家和 30多个

国际组织，中欧班列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 200 多个城市；进博

会、服贸会、消博会、链博会等为各国搭建起互利共赢的合作

平台……阿根廷《号角报》网站报道认为，一个繁荣昌盛的

中国不仅支撑着自己的未来，还会为其他国家提供机遇。

中国经济克服挑战、稳步前行，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展望未来，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

中国，将为各国提供更多机遇，助力世界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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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是几内亚比绍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中国和几内亚比绍携手推进务实合作，发展蓝色经济，为当地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好处。2023 年，中国援建的板丁渔业码头项目移交；中企投建的水产品加工存储综合设施正式运营，成为该国最大

的现代化渔业加工厂。图为近日拍摄的板丁渔业码头和水产品加工存储综合设施。 新华社记者 韩 旭摄

重檐歇山顶式样的装饰、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国家图书馆里，“阅读中国”图书专区散发着浓郁

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里收藏了关于中国历史、文学、书

法、园林、音乐、经济等各领域书籍，以满足特多民众了解中

国的需求。

“我们的图书专区有超过 100 万本藏书、近 200 张影像光

盘。自从去年 6 月该专区启动以来，已有大约 5 万人次阅读

相关书籍和观看影视资料。”特多国家图书馆和信息系统管

理局董事会主席帕桑拉尔对记者表示。

2023 年，特多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阅读中国”图书专

区，并加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倡议发起的“丝绸之路国际图

书馆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以往，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主

要来自西方媒体，该专区让我们能够获得更多关于中国的准

确信息，这十分重要。”帕桑拉尔表示，“在联盟合作框架下，

我们有机会与其他数十个国家开展更多文化交流活动。这

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

自加入联盟后，特多国家图书馆已有两名工作人员赴中国

开展交流。员工珍娜·桑迪福德对记者说，通过了解中国的历

史文化，实地参访中国的城市与企业，并与来自不同国家

的人们沟通，自己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另一位员工德莉

丝·托马斯告诉记者，在中国的一个月里，她感受到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访问了一些社区，参观了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看到中国为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作出的努力。特多也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2023 年 6 月，帕桑拉尔到访中国并了解中国在加强图书

保护等方面的措施。“中国为文化传承所做的大量工作让我

印象深刻，许多历史典籍被保存得很好。中国有很多经验值

得特多学习。”帕桑拉尔表示，十分赞赏中方关于深化文明

交流互鉴的主张。特多与中国在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方面的

交流有助于加深彼此了解，让双方关系更加紧密。希望两

国人员加强往来，更好地了解彼此。“未来，我们可以通过图

书馆等平台加强两国人文合作，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

交流互鉴。”

（本报西班牙港电）

“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
本报记者 谢佳宁 据新华社德国慕尼黑 7月 16日电 （记者李函林、贾金明）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与巴伐利亚州出口俱乐部协会 15日在德

国慕尼黑举办主题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挑战与机

遇”的研讨会。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新能源产业状况、中欧

绿色合作等话题，与会中德专家深入探讨经济合作机遇。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代总领事林凯表示，在中德关系中，

经贸合作始终发挥着“压舱石”和“稳定锚”的作用。中国将坚

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包括巴伐利亚州在内的

全德企业赴华投资兴业，为中德和中巴州经贸交往做出积极

贡献。

慕尼黑外交政策学会董事会成员莱纳·施蒂纳表示，德中

贸易关系对两国至关重要。德国经济过去多年的成功，以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都得益于贸易和出口。因此，

保持国际贸易的开放性和合作性对两国都至关重要。

为进一步加强“投资中国”政策宣介，协助地方招商引资，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与该馆领区内有影响力的德国商协会合

作举办“德企走进领馆，近观中国经济”系列活动。此次研讨

会为系列活动之一，吸引了约 70 家巴伐利亚州出口俱乐部协

会会员企业及机构的代表参会。

中 德 专 家 探 讨 经 济 合 作 新 机 遇

据新华社吉隆坡 7月 16日电 （记者汪艺、程一恒）由马来

西亚智库东南亚社科研究中心主办的中马“一带一路”合作首

场故事分享会暨推介仪式 15日在吉隆坡举行。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扎夫尔在致辞中表示，马

中经贸联系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马来西亚的

电子产品、矿产品、棕榈油、橡胶等受到中国欢迎；中国对马投

资刺激了马基础设施改善和制造业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

了技术转移。他表示，科技飞速进步，全球挑战不断增加，马

中伙伴关系比以往更加重要，希望两国共同探索数字经济、绿

色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不仅推动经济增长，也为全

球福祉做出贡献。

分享会上，3 位马来西亚当地人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与中

国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友好故事。分享会还将在马来西亚

其他州举办，以庆祝中马建交 50 周年。

中 马“ 一 带 一 路 ”合 作 首 场 故 事 分 享 会 暨 推 介 仪 式 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