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要 闻要 闻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讲述中国体育故事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 刘 洋

讲述中国体育故事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 刘 洋

2021年10月27日 星期三2021年10月27日 星期三
责编：彭训文 史志鹏 邮箱：dieryw@sina.com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 月 25 日致电米尔济
约耶夫，祝贺他再次当选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总统。

习 近 平 在 贺 电 中 指 出 ， 总
统先生执政以来，“新乌兹别克

斯 坦 ” 建 设 取 得 喜 人 成 绩 ， 为
中亚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相信在你的领导下，贵国国
家 建 设 各 项 事 业 必 将 取 得 新 的
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建交以来，中

乌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我
高度重视中乌关系发展，愿同你
一道努力，以明年庆祝两国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共同谱写中乌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新篇章，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10月 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0月26日同巴布亚新几内
亚总理马拉佩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建交 45
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相互支持，维护南太平洋地区
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中国
和巴新关系成为不同大小、不同社会
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典
范。中方坚定支持巴新走适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巴新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方愿
继续向巴新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的经济技术援助，为巴新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提供各种支持。双方要共同努
力，加强减贫、资源保护和利用等领
域交流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强调，巴新在太平洋岛国
地区具有重要影响，中方愿同巴新一
道，把握两国友好合作大方向，构建中
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双方应该
加强在国际多边场合协调配合，应对
气候变化等挑战，积极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马拉佩表示，45 年前，巴新在太

平洋岛国中率先承认一个中国。45年
来，两国关系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无私支持巴新经济
社会发展，为巴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提供雪中送炭般的宝贵帮助。中国是
巴新的诚挚伙伴和可靠朋友。巴新珍
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敬佩习近平主席
展现的卓越全球领导力，赞赏中方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
议，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学习借鉴中方在减贫扶贫等领域
经验，拓展深化各领域双边合作，密
切多边协调配合。欢迎更多中国企业
赴巴新投资合作。

新华社北京10月 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0月26日同法国总统马克
龙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
法关系。去年以来，我们通过多种方式保
持联系，就两国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正
在得到有力落实，取得重要进展。当前国
际形势变化很快，我们就重大议题及时
沟通协调，有利于为中法关系定向把舵，
也有助于为世界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中法应该在做好疫
情防控前提下推动有关合作进程，巩
固民用核能、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合
作，拓展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海洋
等新领域合作。中方愿同法方继续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深入开展绿色
合作，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面向非洲等
地区开展三方合作。中法还要相互支
持办好北京冬奥会和巴黎奥运会。

习近平强调，近期国际上发生的几
件大事再次说明，法方主张欧盟战略自
主是正确的。中欧要通过持续高层沟通
对话，增进了解互信，减少误解误判，妥
善管控分歧，加强对中欧关系的政治引
领，确保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双方应该
紧扣中欧企业和百姓需求，进一步释放
互联互通、数字技术、绿色环保、科技创
新、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潜力，扩大中
欧关系合作面。希望法方为推动中欧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马克龙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昆
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领导人峰会。法方坚定致力于以建
设性方式推动欧中关系发展，致力于通
过加强各层级对话，妥善管控和解决分
歧，深化欧中在经贸、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领域合作，希望同中方就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意大利峰会、格拉斯哥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加强协调。法方
愿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相关领域务
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希望欧中投资
协定早日生效实施。法方支持中方成
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我期待继续就法
中、欧中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
题同你保持密切沟通。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 月 26 日同巴基斯坦
总理伊姆兰·汗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巴建交 70 年
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双方
始终肝胆相照、患难与共。中巴携
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挑战，
巩固了战略互信，深化了战略合
作。历史充分证明，中巴互为最可
信赖的铁杆兄弟。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动荡源、
风险点增多。新形势下，中巴应该
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推进两国全
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
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巴基斯
坦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巴方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新机
遇。双方应该密切战略沟通，深化
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中方将继续为巴方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提供支持，高质量共建中
巴经济走廊，推进农业、数字经济、
社会民生等领域合作，不断释放走
廊促增长、惠民生的积极效应。双方
要强化反恐安全合作。中方愿同巴
方密切多边协调，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双方
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伊姆兰·汗表示，我再次祝贺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和巴中建交
70 周年，并祝贺中方成功举办纪
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活动。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

意见。当前世界正面临许多重大问
题，需要巴中更加紧密沟通合作。
巴中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同甘共
苦、守望相助。中方支持巴方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了巴人民生命
安全，堪称大国无私帮助小国的典
范。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
疆、人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
场，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
球发展倡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
推进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和各领域务
实合作。巴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采
取切实措施，保护好在巴中方人员
和机构安全。

双方还就阿富汗等问题交换了
意见。

习 近 平 同 法 国 总 统 马 克 龙 通 电 话 习近平致电祝贺米尔济约耶夫当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通电话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10月 26日电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100 天主题
活动10月26日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
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出席活
动，并发布北京冬奥会奖牌“同心”。

活动现场，运动员、志愿者和社会
各界代表相聚一堂，洋溢着一派欢乐喜
庆氛围。韩正和中国首位冬奥冠军、北
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中
国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一同开启装置，
北京冬奥会奖牌“同心”精彩亮相。

北京冬奥会奖牌“同心”由圆环

加圆心构成牌体，形象来源于中国古
代同心圆玉璧，共设五环，寓意五环
同心，同心归圆，表达了“天地合、
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也象征着
奥林匹克精神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冬
奥荣光、全球共享。奖牌设计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奖牌“金镶玉”相呼
应，展现“双奥之城”的文化传承。
奖牌正面中心刻有奥林匹克五环标
志，圆环浅刻装饰纹样，均来自中国
传统纹样，其中冰雪纹体现冬奥会的
特征，祥云纹表达吉祥的寓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孙春兰和中国跳高残奥冠军侯斌、中国
轮椅击剑残奥冠军荣静，共同揭晓北京
冬残奥会奖牌。

本着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原则，冬
残奥会奖牌与冬奥会奖牌选用同样的
形象来源，设计一脉相承。奖牌正面中
心刻有国际残奥委会标志，圆环浅刻冰
雪纹与祥云纹。

活动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
奇致辞，并播放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的致辞视频。

（上接第一版）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主任穆罕

默德·阿西夫·努尔说，50年来，中国通过自身发展
为推进联合国各项重大目标的实现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等让自身发展惠及世界。

泰国暹罗智库主席洪风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树立典范，中
国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 70%，同时积极开展对外
援助。中国从不只求自身发展，而是通过不断深化
国际多边合作，努力推动实现全球共同繁荣。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说，中国作为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始终致力于
捍卫世界和平、践行多边主义。中国还给予联合国
大力支持，积极助推联合国事业发展，期待中国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学者卡文斯·阿德希
尔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
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论述深表赞同。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意义非凡的
时刻。50年来，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并让更多发展
中国家受益，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波兰 《论坛报》 总编辑彼得·加齐诺夫斯基
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践行多边主义，不
断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维护和加强多边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为世界发展不断提供中国智慧与
中国经验。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问题专家伊格纳西
奥·马丁内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以来，始终坚持用实际行动捍卫联合国宪章，
守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国弘扬多边主义，反对冷
战思维，坚持以合作对话解决国际问题。中国还将

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支持国际抗疫，促进公
共卫生安全。中国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贡
献者之一。

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里夫·加利
说，中国对联合国体系和国际法的尊重和维护赢得
广泛赞誉。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包容性的多边
主义国际治理体制，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和“一
带一路”等合作框架，为提升国际合作水平作出切
实贡献。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评论员图兰拜·库尔班诺夫
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五项重要倡议，
将推动各国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全球
性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行
动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广大发展中
国家正当权益，树立了国际社会广泛称赞的负责任
大国形象。

津巴布韦大学政府治理与公共管理系主任塔
万达·津亚马说，50 年来，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
家一边，始终坚持在国际事务中遵循多边主义立
场，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妥
善处理国际事务。中国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
重和支持。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表示，正
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以来的 50 年，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 50
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发展经济、消除
贫困、抗击新冠疫情等领域不断为世界作出重要
贡献。中国积极同各国加强合作，为实现全球共
同发展不懈努力，与国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参与记者：毛鹏飞、宋宇、王亚光、陆睿、杜白
羽、朱雨博、吴昊、黎华玲、郭骏、蔡国栋、张玉亮、孙
晓玲、张章、黄河、余谦梁、李浩、蒋超、冀泽、郑世波）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隆重举行
韩正出席并发布北京冬奥会奖牌

李克强出席第 24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新华社北京10月 26日电 （记者
董雪、温馨） 针对美方迟迟未就核潜
艇在南海发生事故作出详细说明，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6日表示，美方作
为当事方，有责任有义务详细说明事
件相关情况，回应地区国家和国际社
会的关切疑虑。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军事网站The Drive“战争地带”专
栏近日发表文章，披露了一张卫星图片
显示，此前在南海与不明物体发生撞击
的美国海军核潜艇“康涅狄格”号目前
停靠在关岛码头，或在进行评估和维
修。事实上，距“康涅狄格”号撞击事故

已经过去三周多，但是美方对于这件事
背后的种种疑团至今没有给出任何说
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方已多次对有关事
件表示严重关切，要求美方作出澄
清。“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也
只有美国军方拖延许久才发表的语焉
不详的简短声明，以及美方通过消息
人士证实的出事地点在南海。这种不
负责任、遮遮掩掩的做法，让地区国
家和国际社会不得不质疑事件的真相
和美方意图。”

赵立坚表示，长期以来，美方打着
“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兴风作浪，

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
风险。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有理由要
求美方回答：此次派出核潜艇悄无声息
地在南海潜航，究竟是要执行什么任
务？这一次究竟撞上了什么？为什么
会撞上？是否造成核泄漏，给海洋环境
带来核污染？“美方作为当事方，有责任
有义务详细说明事件相关情况，回应
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切疑虑。”

赵立坚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共
同的家园，不应成为美国谋求地缘政
治私利的狩猎场。美方频繁并大规模
派遣军舰军机到南海滋事挑衅，炫耀
武力，破坏南海航行自由，威胁中国
等国主权安全。美国是南海军事化最
大推手。美方应改弦更张，停止上述
错误行径，为南海和平稳定发挥正面
积极作用。

外交部：

美方有责任有义务详细说明核潜艇事故相关情况

再过 100 天，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即将开幕。为精彩呈现中国和世
界各国冰雪健儿自强不息、超越自我
的拼搏历程，深入阐释绿色、共享、
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全面展示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精彩、非凡、卓
越的奥林匹克新篇章，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及其数字平
台日前开播上线。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
贺信，指出“奥林匹克频道要通过奥
林匹克运动和文化传播，讲述中国体
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国
际体育交流合作，推动我国同世界各
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
精神。“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
后，意气风发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乘势而上筑
牢体育强国根基、奋力实现体育现代
化、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开局时
期。在此重要历史节点上举办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以
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契机，要
深入挖掘中国体育文化的核心内涵，讲
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要加强国际体育组织的交流合作，推动
我国同世界各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充分发挥体育在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
认同感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真实、立体、
全面地展现中国形象，扩大中国体育的
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通
过国际体育交流，拓展我国“国际冰雪
朋友圈”和“体育朋友圈”。

谱写奥林匹克新篇章。体育作为世
界通用语言，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
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这一国际大
型体育赛事，有助于实现我国冰雪运动
跨越式发展、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加强国际高端资源整合利用和高
水平国际交流，进一步提升我国冰雪
领域国际影响力、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和国际竞争力。在筹办过程中，我国
始终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
办奥理念，突出“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彰显我国负责任大
国的大气从容、自信开放、责任担当，
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树立了“新标杆”。

点燃全世界人民团结抗疫的“希
望之光”。目前，虽然新冠疫情仍在世
界蔓延，由于我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
控措施，行之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发
展，充分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
神、中国效率，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

誉，为世界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
方案和中国智慧。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的举办，将提振世界各国人民信心，
倡导国际社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只要和衷共济、和合与共，精诚合作、
共克时艰，我们就一定能夺取抗击疫情
的最后胜利，共创人类美好生活家园。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
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
育兴。”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充分发挥体
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爱国热情和振奋
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
重要论述指引下，坚持守正创新，确保
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坚持推进竞技
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坚持积极倡
导健康生活理念，关注群众体育和青少
年体育发展，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华体育强国梦。

（作者为北京体育大学助理研究员）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
者许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26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第 24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东盟轮
值主席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柬埔
寨首相洪森、印尼总统佐科、老挝
总理潘坎、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
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泰国总理巴育、越南
总理范明政与会。李克强与哈桑纳
尔共同主持会议。东盟秘书长林玉
辉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东盟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务实合
作持续推进。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
与东盟国家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进
行深入战略沟通。今年是中国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30 年来，
双方坚持讲信修睦、互利共赢，支
持多边主义，维护了地区总体稳定
和经济持续增长。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中国东盟守望相助，相互
支持，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李克强指出，中国将在开放中
同包括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友
好互利合作。李克强就下阶段中国
东盟合作提出六点建议：

一是共筑健康防线。加强抗疫
政策沟通协调，中方愿进一步增加
对东盟国家的疫苗和抗疫物资援
助，共同提升预警和应急反应能
力。倡议成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
科技合作中心，推动科技赋能公共
卫生合作。

二是深化经济融合。推动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尽早生效，早日惠及地区各国人

民。愿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升级后续谈判联合可行性研究，倡
议探讨开展中国东盟“多国多园”
合作。中方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CPTPP），希望得到东盟国家支持。
三是推动包容发展。加快推进

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加强国际
发展合作，在东盟国家设立专门机
构，打造发展合作示范点。

四是坚持创新驱动。落实好未
来五年科技创新伙伴关系行动计
划，探讨开展中国－东盟工业产业
设计合作，尽快完成制定《关于落
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
系的行动计划 （2021－2025）》。

五是拓展绿色合作。落实好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
计划 （2021－2025）》，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维护全球和区域生物多
样性，合理推动能源产业和经济结
构转换升级。

六是夯实民意基础。在确保防
疫安全前提下，分阶段处理好东盟
国家留学生返华复学等问题。倡议
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高官会晤机
制，用好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等
平台，继续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
增资。

李克强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地区和
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南海和平
符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
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
20 周年，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以此
为契机，拓展海上务实合作，加快
磋商进程并力争早日达成“南海行

为准则”，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
友谊、合作之海。

李克强指出，中方始终视东盟
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一如既往坚
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支持
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
定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
挥更大作用。中方愿同东盟方共同
举办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
会。相信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巨轮将
行稳致远，共同为亚洲和平稳定和
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表示，
中国是东盟国家的紧密对话与合
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是东盟
与对话伙伴中最全面、最具战略
性的关系，支持双方关系进一步
提质升级。东盟国家赞赏中方为
东盟国家抗击疫情提供疫苗和物
资援助，愿同中方继续拓展贸易
投资、互联互通、数字经济、公
共 卫 生 、 可 持 续 发 展 等 领 域 合
作，深化人文交流，实现互利共
赢，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
荣作出贡献。东盟国家愿同中方
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尽早达成有效、富有实质
内容的“南海行为准则”。希望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
生效，期待同中方举行双方建立
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

会议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
合作支持 〈东盟全面经济复苏框
架〉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加强中
国－东盟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的
联合声明》。

肖捷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