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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信和
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
代潮流。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始终立足于中华文明的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容性与和平性，以东方智慧
为人类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

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

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

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

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今年以来，在习近平

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

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

赢，坚定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充分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

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法国、塞尔维亚、

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中法关系

再巩固，中塞关系再强化，中匈关系再提

升，中欧合作再出发；出席中阿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

话，提出同阿方构建“五大合作格局”，推

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出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周年纪念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弘扬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席在

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应邀对哈萨

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引领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方向，深化中国同地区

国家睦邻友好，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走深走实；同几十位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

人会谈、会见，畅叙友谊、共话合作……元

首外交活动精彩纷呈、成果丰硕，书写中

国与世界交往互动的新篇章。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信和

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立足

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以东方

智慧为人类进步作出应有贡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定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和正当权利的

重大问题上挺膺担当，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

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始终锚定历史前进正确航向。

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致力于维护和平

稳定。习近平主席同多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看法。习近平主席从历史纵深

和战略高度阐明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看法主张，高屋建瓴

地概括提炼中欧之间的共识和共同利益，指出中欧要共同反

对战事外溢升级，共同为和谈创造条件，共同维护国际能源粮

食 安 全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稳 定 。 关 于 巴 以 冲 突 ，习 近 平 主 席

强 调，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全面停火止战，重中之重是确保

人道主义救援，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在中方斡旋下，

巴勒斯坦 14 个派别高级别代表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并共同

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中国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和平正义一边，站在国际道义制

高点，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成为促进世界和

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致力于促进共同

发展。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 14 亿多中国人

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世界来说，这意味着更加广阔的

市场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将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注入强大

动力。“欢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我们将持续

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让中国人民不断

过上更好生活，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将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这

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和两国合作带来新动力、新契机”……在双

多边场合，习近平主席多次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充

分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的

决心。展望未来，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

提供更多新机遇。

“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国不仅热爱和平，而

且提出了系列建设性的重要倡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

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稳定力量”“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

义，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和一系列重要全球倡议，并促成沙特

伊朗以及巴勒斯坦各派别实现和解，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

展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和平、负责任的全

球大国作用和影响力”……各方高度肯定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为民族复兴尽

责、为人类进步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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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 年 来 ，全 球 新 增 绿 化 面 积 的 1/4 都 是 由 中 国 贡

献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加

蓬水和森林部秘书长巴拉米辛加塔迪·妮亚玛近日在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取得这些了不起的成就，主要得

益于坚持植树造林，扩大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其决心

和毅力令人钦佩。

不久前，妮亚玛参加了由中国商务部主办、国家林草局管

理干部学院承办的加蓬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研修班。本次研

修班采取现场教学和课堂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学员们赴河南

省，围绕森林可持续经营、家具制造、林产品绿色产业供应链

示范基地建设等进行了现场考察。

这是妮亚玛第一次来华参观学习。“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中国之行拓宽了我的视野。不仅有专业性交流学习，我还真

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发展。”作为本次研

修班班长，妮亚玛表示很多学员也有相同感受。

在河南省濮阳市，研修班一行参加了第七届中国·清丰绿

色家居博览会并参观了多家家具企业。“当地家具企业在设

计、生产、物流、售后等各个环节都应用了数字化、信息化技

术。这值得加蓬认真研究借鉴。”妮亚玛说，中国重视科技创

新，在家具制造等传统行业也引进了智能生产设备，并在制造

过程中运用了诸多新理念、新技术、新材料，实现产业可持续

发展。

研修班还邀请了中国林业专家介绍林业资源管理、森林

保护和木材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和案例。在妮亚玛看来，这些

课程安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以帮助学员充分了解中国林

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现状，拓展大家对林下经济发

展的认知。“中国在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先进技术。”妮亚玛表示，“我

们感受到，与中国深化林业合作潜力巨大。”

加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木材行业是加蓬第三大出口

行业。妮亚玛表示，对森林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保护，是加蓬发

展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在这方面两国拥有广阔合作空间。

“加蓬希望与中国加强交流合作，借鉴中国经验，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妮亚玛说。

今年是中国和加蓬建交 50 周年。妮亚玛表示，半个世

纪以来，两国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和紧密的合作。中国

已连续多年成为加蓬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基础设施、林

业、渔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加蓬

投资兴业，这将为加蓬加快工业化发展提供助力。”妮亚玛

说，希望中国与加蓬分享更多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

“与中国深化林业合作潜力巨大”
——访加蓬水和森林部秘书长妮亚玛

本报记者 李 琰

■新时代中非合作R

在中国重庆，长江中一道长约 1600 米、

平均宽约 15 米的石梁——白鹤梁上，以题刻

的方式，记录着长江涪陵段千余年间的枯水

水文资料，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在埃及首都开

罗，尼罗河中罗达岛上测量水位的标尺——

尼罗尺，几千年来被用来测量尼罗河汛期水

位，预测每年的农业收成。相隔万里，白鹤梁

题刻和尼罗尺，同为世界大河流域的水文遗

存，展现了不同文明具有共通性的水位测量

智慧。

目前，中埃相关方面正着手准备将白鹤

梁题刻与罗达岛尼罗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自 2021 年启动水文遗产联合申遗可

行性论证工作以来，中埃团队往来考察，积

极探索联合申遗路径、策略和方法。联合申

遗不仅有望填补《世界遗产名录》在水下遗

产方面的空白，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埃文明交

流互鉴。

“埃中两大古老文明
的见证”

在重庆涪陵，当地流传着“白鹤绕梁留胜

迹，石鱼出水兆丰年”的古谚。白鹤梁，因早

年常有白鹤群栖息而得名。常年淹没于水下

的白鹤梁上刻有两尾石鱼，古人观察发现，通

常在石鱼露出水面后的次年是丰收之年，由

此总结出“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规律。

“熙宁七年，水齐至此。”“元丰九年……

江水至此鱼下五尺。”古人根据水位相较于两

尾石鱼的变化，在梁上题刻了一系列水文观

测的记录，记载了自唐广德二年（公元 764年）

以 来 1200 多 年 间 72 个 年 份 的 枯 水 水 文 资

料。白鹤梁因此被誉为“古代水文站”。

三峡大坝蓄水后，白鹤梁永久淹没在江

底。为对此历史遗存作更好保护，当地修建

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游客可以通过电梯到

达 长 江 水 下 ，一 睹 白 鹤 梁 石 鱼 以 及 题 刻 的

风采。

在北非，古埃及人用尼罗尺测量尼罗河

汛期水位，测量历史超过 5000 年，记载下来

的有 1300 多年，连续的水位记录长达 662 年。

尼罗尺的测量数据不仅用于预测年度农

业收成，也作为税收额度的参考等。尼罗尺

现存形式主要包含垂直柱、河岸阶梯、涵洞深

井等。

重 庆 白 鹤 梁 水 下 博 物 馆 馆 长 蒋 锐 说 ：

“ 中 国 白 鹤 梁 题 刻 和 埃 及 罗 达 岛 尼 罗 尺 都

是世界大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结 晶 ，体 现 了 古 老 文 明 的 传 承 。 中 埃 两 国

都 是 文 明 古 国 ，都 拥 有 丰 富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 两 国 联 合 申 报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加 强 文

明交流互鉴，共同挖掘两国传统文化，将增

进 两 国 人 民 相 互 了 解 和 友 谊 ，推 动 世 界 文

明多样化发展。”

2023 年 11 月 ，白 鹤 梁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在重庆市涪陵区召开。来自 7 个国家的 10 余

名水文遗产专家从全球视野对此次中埃联

合申遗展开深入交流，进一步增强了联合申

遗的信心和决心。今年 5 月 16 日，重庆联合

申遗工作代表团来到埃及开罗中国文化中

心，与埃及旅游和文物部、埃中友好协会、开

罗大学等部门和机构的专家就联合申遗展

开深入讨论。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人力资源及培训事务

助理、水下考古专家艾哈迈德·雷赫玛仍记得

去年 11 月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参观时的经

历：乘坐长 90 多米的隧道式自动扶梯渐入水

下，横穿 146 米的水平长廊，到达长江水下约

40 米深的参观廊道。透过廊道两侧的玻璃

窗，他看到 1000 多年前中国古人留下的文字

题刻和雕刻得活灵活现的石鱼。

“白鹤梁题刻与尼罗尺是埃中两大古老

文明的见证。”雷赫玛表示，埃中两国的文明

发展与大江大河密不可分，埃方非常重视与

中方联合申遗，联合申遗将对人类文明的传

承产生重要影响。

“中埃联合申遗有助于唤起世界对环境

变迁和气候影响的关注，也是两国携手推进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之举。”重庆市涪陵

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夏

强伟表示。

“两国遗产保护合作
的良好开端”

尼罗河上至少曾有 20 个尼罗尺，主要集

中在南部的阿斯旺地区和北部的尼罗河三角

洲地带。此次与中方联合申遗的是位于埃及

开罗罗达岛的尼罗尺，始建于公元 715 年。

罗达岛尼罗尺遗址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

——石砌井和大理石柱。井的顶部呈矩形，底部

呈圆形。井中央矗立着一根八角形大理石柱，

柱上有刻度指示水位。井一侧有三个孔，一条

狭长的隧道将尼罗河水与这三个孔连接起来。

“罗达岛尼罗尺保存的完整性、真实性

以及它延续 1000 多年的尼罗河水文记录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考察了罗达岛尼罗

尺遗址后，蒋锐对记者表示，二者的相似性

有助于申遗工作的开展，也将推动中埃在遗

产保护、学术研究、考古发掘等领域开展更

多交流合作。

在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伊斯兰及科普特文

物司司长贾迈勒·穆斯塔法看来，中国水下文化

遗产保护经验丰富、申遗专家团队成熟，“联合

申遗将是两国遗产保护合作的良好开端”。

据了解，中国文物保护部门采用了“无压

容器”方案对白鹤梁题刻进行原址原貌保护，

即在白鹤梁外修建一个钢筋混凝土“罩体”，

与长江水隔离，“罩体”内充满过滤后的长江

水。“罩体”基本处于水压平衡状态，能防止江

水对白鹤梁梁体的长期冲刷损坏。此外，白

鹤梁水下博物馆建设了针对文物本体的监测

预警系统，实现了对文物保存环境的实时在

线监测。

据雷赫玛介绍，为保护海洋和水文遗产

以及水下文物，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专门成

立了一个水下考古部门，通过中央修复和保

护管理局，定期进行检查和修复。“白鹤梁水

下博物馆的建设和中方的文物保护技术及理

念，都为埃及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提供

了经验借鉴。”雷赫玛说。

“将进一步增进两国
民心相通”

目前，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罗达岛尼

罗尺联合申遗工作正稳步推进，已委托专业

机构编制联合申遗文本，力争尽快完成编制

工作。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姜波

表示，白鹤梁题刻和尼罗尺都是古代水文的

珍贵记录，二者异曲同工、交相辉映。“中埃同

心协力、联合申遗，必将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

遗产保护事业提供新的范例。”

“中国和埃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古老文

明，双方的未来合作非常值得期待。”埃及最

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哈

立德表示，白鹤梁题刻和尼罗尺联合申遗，是

中国和埃及的共同梦想，希望双方在推动签

订联合申遗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共同努力达

成合作申遗成功的目标。

去年 10月，埃及尼罗尺的复原模型在重庆

市涪陵区锦绣洲广场亮相，复原了阶梯和立柱

式样的尼罗尺，向重庆民众展示了古埃及人民

的水文智慧。不少市民表示，尼罗尺的展览使

自己了解到不同水文化的相似之处，增加了对

古埃及的认识和了解。

埃中友好协会副主席阿里·希夫尼表示：

“埃中联合申遗是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将进

一步增进两国民心相通。”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文物保存与文献司

司长希沙姆·莱西表示，埃中都是文明古国，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双方将从文物考

古、文化遗产申报等领域的合作中受益，促进

相互了解，深化友好合作。

（本报开罗 8月 11日电）

图①：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图②：埃及罗达岛尼罗尺外部建筑。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制图：蔡华伟

中国和埃及着手推动白鹤梁题刻与罗达岛尼罗尺联合申遗—

“携手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之举”
本报记者 沈小晓

①①

②②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8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伊朗代外长巴盖里通电话。

王毅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

关系，愿同伊朗新政府一道，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稳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中伊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增添新内涵。欢迎伊方积极参与中方作为上海合

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主办的活动。愿同伊方在金砖国家机制框

架 内 加 强 合 作 ，推 动 国 际 治 理 朝 着 更 加 公 正 、合 理 的 方 向

发展。

巴盖里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佩泽希齐扬

总统就职仪式。佩泽希齐扬总统坚定致力于发展伊中关系，

确保两国关系不受国际地区形势变化影响。

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巴盖里介绍了伊方对

哈 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遭暗杀的立场和对地区局势的看法。

感谢中方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秉承公正立场，期待中方为缓和

局势、促进中东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王毅表示，中方在中东事务上一贯主持公道正义。中方

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暗杀行为，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安全和尊严，直接破坏加沙

停火谈判进程，冲击地区和平稳定。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应

形成合力，敦促冲突各方切实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为尽快实

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创造条件。

王毅同伊朗代外长巴盖里通电话
应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强 邀

请，斐济共和国总理西蒂维

尼·兰布卡将于 8 月 12 日至

21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西蒂维尼·兰布卡，1948年

9 月出生于斐济。曾担任斐

济军队参谋长、司令。1992年

至 1999 年 担 任 斐 济 总 理 。

2018 年，担任议会反对党领

袖。2021 年，组建斐济人民

联盟党并担任党领袖。2022年

12 月当选总理。

同夫人苏鲁韦蒂育有4个

子女。 （新华社北京电）

斐济共和国总理西蒂维尼·兰布卡
今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西蒂维尼·兰布卡总理

本报南宁 8月 11日电 （记者庞革平）记者从中国—

东 盟 博 览 会 秘 书 处 获 悉 ：为 推 动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第 二 十 一 届 中 国 — 东 盟 博 览 会（东 博 会）将 首 次

邀请阿联酋担任本届东博会特邀合作伙伴，这也是海

湾 阿 拉 伯 国 家 首 次 担 任 东 博 会 特 邀 合 作 伙 伴 。 阿 联

酋 将 派 团 出 席 今 年 东 博 会 ，并 在 本 届 东 博 会 上 设 国

家馆。

今年是中国与阿联酋建交 40 周年。40 年来，双方在

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

作。中国和阿联酋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中国连续多年成

为阿联酋最大贸易伙伴。

据悉，从第十一届东博会起，东博会设特邀合作伙

伴，从服务中国—东盟（“10+1”）合作向服务《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拓展，推动中国和东盟作为整体与区域外国家开展更

多交流。

阿联酋将担任第二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特邀合作伙伴

据新华社仰光 8月 9日电 （记者黎广滔、张东强）“茶和

天下·雅集”暨中国云南文化和旅游推广活动 9 日在缅甸仰光

举行，中缅两国文化和旅游界人士等逾百人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由仰光中国文化中心、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现场活动包括中缅歌舞表演、“茶和天下·云南主题图片

展”、云南少数民族服饰展、茶品展示、非遗技艺展示等。

缅甸饭店和旅游部长德德凯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促进

缅甸与中国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的盛会，也是在全球范围内

推广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一项重要活动。

“茶和天下·雅集”暨中国云南文化和旅游推广活动在缅甸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