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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郑明达）
6 月 14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
斯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建立中巴战略伙
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巴两国是相互信任、彼
此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是最早承认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
一，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
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
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支持巴勒
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在多边
场合为巴方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愿继续向
巴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巴方缓解人

道主义困难、开展重建。中方愿同巴方以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继续在彼此核心关
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全面推进各领域友
好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快
中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加强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赓续传统友好。

习近平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延宕半个多
世纪，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必须
尽快还巴勒斯坦以公道。习近平提出三点主
张。第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
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
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
国。第二，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
保障，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

助和人道主义帮扶。第三，要坚持和谈正确
方向。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上形成的
现状，摒弃过激和挑衅言行，推动召开更大
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影响的国际和平会
议，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为帮助巴以两国
和平共处作出切实努力。中方愿为巴方实现
内部和解、推动和谈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中东
地区局势新变化，中方愿同巴勒斯坦等发展
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加强配合，推进中阿集体合作，维护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阿巴斯表示，我谨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衷
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

族合法权利正义事业提供的大力支持和无私
帮助。中国是巴方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巴方
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坚
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巴方愿同中方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深化巴中战略伙伴关
系。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高度赞
赏中方成功斡旋沙伊对话，感谢中方就早日
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多项倡议，巴方
相信中方的智慧和公正立场，期待中方为推
动巴内部和解以及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更
大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在中巴建交35周

年纪念首日封上签字，并见证签署经济技术
合作协定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勒斯坦
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
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

阿巴斯抵达时，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
炮，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
军乐团奏中巴两国国歌。阿巴斯在习近平陪
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
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
阿巴斯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

6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6月 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
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6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全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我们主张以安全守护人
权，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践行
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人权创造安宁的环境；以发展促进
人权，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和
可持续性，以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保障各国人民公平
享有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践行全
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互鉴，通过对话凝聚共识，共
同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走顺应时代
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促进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践行《维也纳宣言和
行动纲领》精神，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
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
更加美好的世界。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
部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共同主办，主题为“平等、合
作、发展：《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通过 30周年与全
球人权治理”，14日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法文、
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
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 8个文版，
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
行，引发热烈反响。

海外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有助于
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增进对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的认知，为
他国实现发展与增长提供启迪和借鉴。

“让世界看到中国对时下
关键问题的解答”

“习近平主席的这部著作为其他国家
治国理政提供重要启发。”白俄罗斯战略
研究所分析师阿夫多宁说，《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展示了中国靠自身力量走过的
不平凡道路，为向往公平社会的人们带
来希望。

“第四卷让世界看到中国对时下关键
问题的解答。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反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新视野、新发展，为各国实现以人民利
益为核心的发展、建设公平社会提供启
发。”他说。

“阅读这部著作对于理解中国在推动
世界发展、繁荣和进步方面的立场至关
重要。”葡萄牙新丝路协进会主席易曼晖
说，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之间相互尊
重、发展合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让我们更加了解他在推动世界和
平与发展方面的深入思考”。

“我们非常高兴此次推出葡萄牙文
版，这反映了对葡语国家的重视。”易曼
晖说。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作家莱娅·贝西
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系列著作的忠
实读者。她说：“前三卷，特别是第三卷
中提到的坚持多边主义、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当
今快速变化但失衡的世界中，第四卷提
供让世界走向和谐、均衡的中国智慧。”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
自信宣示。”全球知名社会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
丁·阿尔布劳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中、英文版于 2022年 7
月出版发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访华的阿尔布劳对

著作中许多章节、段落和语句印象深
刻。他在阅读第四卷的读后感中写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将中国几千年的经验、智慧与马克思主
义相结合，这是一种关于思想理论与现
实相结合的动态观点”，“这部著作不仅
仅是写给中国人民的，其他国家也可以
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成就中获得启
发。这部著作鼓舞人们为人类的共同命
运而努力奋斗”。

“为实现增长与发展提供
启迪”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
尔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多
语种版“为世界其他国家了解和认识中
国及其在全球发展和转型中发挥的作
用提供了宝贵窗口，包括非洲国家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学习如何推
动包容、公正、公平以及具有全球视野
的发展”。

在埃及中国商会秘书长迪亚·赫尔米
看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多语
种版的出版发行将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并
关注中国近年来的巨大发展，为其他国
家治国理政提供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
识。“习近平主席在著作中阐述中国如何
应对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论是发展中
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可以从这些经验
中受益，帮助解决自身面对的问题。”

“这部著作中阐述的理念为非洲乃至
全世界实现增长与发展提供启迪。非洲
国家能够从中了解中国为满足人民和社
会需求实施的政策、付出的努力，并从
中获得借鉴。”塞内加尔中国问题专家、

《太阳报》前驻华记者阿马杜·迪奥普说。
他认为，这部著作对于国际社会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
其最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沙特国王大学教授易卜拉欣·沃哈
伊布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阿
拉伯文版的出版发行恰逢其时，为阿拉伯
国家政府和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思想的最新发展，并从中借鉴经验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近年来阿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越来越多阿拉伯国家开始

“向东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阿拉伯文版将为阿
拉伯世界加深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认识、推动阿中交流互鉴
发挥重要作用。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向全球人权治理
高 端 论 坛 致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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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电（记者戴小河）
国家能源局 14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5 月份，全
社会用电量 7222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7.4%。

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 用 电 量 103 亿 千 瓦
时，同比增长 16.9%；
第二产业用电量 495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第三产业用电量
1285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0.9%。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876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8.2%。

1至5月，全社会用
电量累计 3532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2%。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
量 456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1.6%；第二产业

用电量 2364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9%；第三产业用电量 6136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9.8%。城乡居民生活用
电量5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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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祁连山林木青翠，壮美辽阔。图为 6月 13日，位于祁连

山北麓的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丰乐镇易家湾村，田园、民居与远山
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画卷。 王晓泾摄 （人民视觉）

祁连山下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