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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温馨） 国务院总理
李强 1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
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国和瓦努阿图建交 42年来，始终相互尊
重、团结协作，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对
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瓦方一道努
力，进一步夯实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拉紧互利
共赢的合作纽带，推动中瓦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
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瓦方更好发
挥经济互补优势，提升经贸、金融、
渔业等领域合作水平，高质量实施好
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推动两国互利合
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愿进口瓦方更
多优质农产品。双方要进一步便利人
员往来，加强青年、教育、医疗卫
生、文旅、地方等交流合作，推动两
国友好事业持续发展。中瓦同为“全
球南方”成员，要加强多边领域协
作，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
体系中的代表性，促进国际公平正
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携手
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中方愿
同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加强气候政
策交流合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
原则和制度安排。

萨尔维表示，瓦中是好朋友、好兄
弟，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瓦方
高度重视瓦中关系，感谢中国长期以
来给予的真诚帮助，祝贺中国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瓦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在涉疆、涉港、涉藏、南海等
问题上立场，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和系列全球倡议，愿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深化经贸、金融、交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气
候变化等多边领域协作，推动瓦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绿色发展、投资、教育等多项双边
合作文件。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萨尔维举行欢
迎仪式。

吴政隆参加上述活动。

李强同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会谈

7月 1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
问的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新华社北京 7月 12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2日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全球共享
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级别会议的外方代表。

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得到
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积极响应。近 3年来，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中方

愿同各国一道，共同破解发展难题，打造发展新动能，
推动开放发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共
同发展、共同繁荣。

与会外方代表祝贺中方成功举办本次会议，高度赞赏中
方引领全球共同发展，愿共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
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重要推动力。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姜洁） 十四届全国政协
第二十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1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他表示，中
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广“千万工程”经验，乡村建设
和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围
绕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协商议政，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中
共二十大和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增强履职
建言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王沪宁表示，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聚焦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中的重点问
题，深入农村基层和一线，拓展研究视域和深度，提出
更多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助推各项政策部署
落地见效。要广泛宣传中共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

政方针，宣传新时代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发生的新变
化、展现的新面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乡村
建设的良好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齐扎拉、王传喜、方传龙、赵晓燕、
柳芳、钱学明、李浩、韩民春、何寄华、孙洁和基层代
表陈利众发言。大家认为，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统筹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护，分类有
序推进村庄建设。要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
平，不断满足农村居民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让城乡居民
共享现代文明。要加强乡村卫生健康服务，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改善医疗服务供给质量。要
优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布局和教育、养老等服务，持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周强、苏辉、王东峰、蒋
作君、何报翔、王光谦、秦博勇出席会议。国家发展改
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介绍有关
情况，并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全 国 政 协 召 开 双 周 协 商 座 谈 会
围绕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协商议政

王沪宁主持

丁薛祥集体会见出席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
第 二 届 高 级 别 会 议 外 方 代 表

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达赖集团是代表旧西藏政教
合一封建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受国际敌对势力支持和
利用、破坏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发展稳定、图谋“西藏独
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这一定性准确完整，深刻揭露
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也为国际社会正确认识达赖集
团提供了可靠依据。

维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阶级本质

达赖集团所代表的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主
阶级残余势力的利益，而不是全体西藏人民的利益。旧
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农
奴主阶级对广大的农奴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
削。广大贫苦农奴和奴隶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
地，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沦为“会说话的工
具”。1959 年，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封建农奴主上
层为了“永远不改”封建农奴制度，最终不
惜发动武装叛乱，图谋从中国分裂出去。
1957年 7月，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的十四世达赖接受叛乱组织“四水六
岗”敬献的“金宝座”，并向在场的500名代
表回赠礼品、挂哈达，极大煽动了叛乱活动。达赖身边的
人大肆参与各种阴谋活动，他的三哥洛桑三旦明确要求
江达地区头人齐美贡布发动叛乱，说“这是达赖喇嘛的
指令”。正是在达赖的支持、庇护下，1959 年 3 月 10 日，
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顽固势力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达赖叛逃后，经过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但
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达赖集团却对西藏人民的美好生
活视而不见，反而大肆美化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1993 年，达赖集团炮制出所谓《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
相》的文件，称“过去的西藏社会绝不是中国所说的那样
极端残酷与黑暗”，“社会制度的宽松可以与当时亚洲大
部分地区相媲美”。1998 年 3 月 10 日，达赖又说，“虽然
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最
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绝对不是这样。在旧西藏社会中
生长的人，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眯眯的。”后来，达赖则
干脆直接把 1959 年前他领导的西藏说成是“自由的西
藏”，好像就根本不存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事实

证明，达赖集团从根本上是维护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
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根本不愿失去农奴主
阶级的既得利益和封建特权。

充当美西方反华棋子的工具本质

达赖集团自成立之日起，便沦为美西方反华的工具
和棋子。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为抗拒废除农奴制的
民主改革，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对十
四世达赖的叛逃，中央政府决定不加阻拦，并以其被劫
持的说法，为其留有余地。同时，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
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
1964年。196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第151次全体会
议通过《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
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
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

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
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
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

自 1959 年逃亡国外后，达赖集团就一直靠西方势
力豢养。以美国“西藏基金会”（其资金主要来自美国政
府）为例，多年前向达赖集团提供的年金就已高达数百
万美元。近年来，美国政府更是每年支持达赖集团的支
出高达数千万美元。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与美国的反华
需要密切相关，达赖集团完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工
具。美国支持达赖集团，关注“西藏问题”，绝不是出于对
西藏文化、宗教和人权的关心，而完全是出于反华的政
治需要。美国怂恿、支持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违背了
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诺不支持西
藏独立的原则立场。正如美国一份杂志所指出的，“美国
对达赖集团的支持不仅在中国与流亡藏人之间设立了
难以逾越的鸿沟，使‘西藏问题’复杂化，而且严重损害
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美国应该从中美两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和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停止怂恿和支
持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

追求“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本质

达赖集团所有的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西藏
独立”。1960年 5月，叛逃后的达赖移居印度达兰萨拉。
同年9月，达赖集团召集外逃的西藏贵族和原地方政府
官员及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等，在达兰萨拉召
开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正式成立“西
藏噶厦政府”，后来改为“大雪域国政府”，即所谓的“西
藏流亡政府”。会议公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宣布
达赖为政府“首脑”。这个所谓“流亡政府”的大小官员都
是由外逃藏人中少数坚持分裂祖国、主张“西藏独立”的
反动僧俗上层、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有关地区的土
司、头人担任的。这次会议标志着以达赖为首的背叛祖

国的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正式形成。
自那时起，达赖集团就一直公开鼓

噪“西藏独立”。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
代中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达赖集团受到国际社会的冷落，经济上

出现困难，内部矛盾加剧，被迫改变策略，提出了所谓的
“中间道路”主张，谋求在西藏实现所谓的“高度自治”或
“真正的自治”，谋求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大藏族
自治区”，以此欺骗国际社会，并向中国政府施压。“中间
道路”内容与“西藏独立”没有实质性不同，其基本思想
也一脉相承，究其本质则是“变相独立”，而最终目的则
是谋求“西藏独立”。近年来，为了获得印度政府的支持，
达赖频频在事关国家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公然挑衅中
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多次表示“1914年西藏政府和英属
印度都承认了麦克马洪线，根据当时的条约，阿鲁纳恰
尔邦（注：即我藏南地区）成为印度的一部分”，甚至多
次公然宣称自己是“印度之子”。达赖集团在重大历史问
题上混淆视听，实际是为将来重新打出“西藏独立”的旗
帜做铺垫，这也让他们在分裂祖国、背叛民族的不归路
上越走越远。达赖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全体中国人
民为敌的做法，令其最终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

（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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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联合声明

透 视 达 赖 集 团 的 反 动 本 质
梁俊艳

新华社圣彼得堡7月12日电（记者朱超、安晓萌）
第十届金砖国家议会论坛 11 日至 12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论坛并
发表讲话。

11日，赵乐际在出席论坛全体会议时指出，金砖国
家立法机构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在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
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届论坛是金砖扩员后举行的首
次议会论坛，体现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蓬勃势头
和共谋发展的坚定意愿。

赵乐际强调，金砖国家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定位，弘
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巩固金砖团结，促进
务实合作，助力金砖合作机制高质量发展。要坚守初心，
维护金砖国家共同利益。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合作，在彼此
核心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不断夯实金砖合作的政治互
信。要乘势而上，服务“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充分发挥

“大金砖”的资源、市场等优势，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升级。
立法机构要发出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发展的响亮声
音，反对“脱钩断链”“筑墙设垒”，推动营造国际化、市场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深化交流，夯
实金砖合作民意基础。发挥立法机构
接地气、聚民心、汇民智的优势，支持
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要
开放包容，拓展立法机构“金砖+”合
作。加强同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立法机构及多边组织的交流对话，
提升金砖机制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12 日，赵乐际在出席论坛扩大
会议时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重
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广
泛支持。面对机遇和挑战，要坚持公平
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坚持成果共
享，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坚持开放包
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方愿与金
砖伙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传承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担当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议会在加强
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公正发展和安全
方面的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

出席论坛扩大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俄联邦委员会主席
马特维延科主持论坛有关会议，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
金、各国议会联盟主席阿克松和巴西、印度、南非、埃
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等金砖成员国议会领导
人和代表，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国议会领导人出席论坛。论坛签署了《金砖国家议会论
坛谅解备忘录议定书》，并通过了论坛联合宣言。

论坛期间，赵乐际会见了埃及众议长贾巴利。他表
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
要共识，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交流，不断充实中埃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贾巴利表示，埃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原则，埃众议院愿为促进两国务实合作作出贡献。

在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阿希姆巴耶夫时，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哈方共同努力，及时批准、修
订促进两国务实合作的法律文件，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
工作经验。阿希姆巴耶夫表示，愿加强哈中两国立法机构
友好交往，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赵乐际出席第十届金砖国家议会论坛

◀ 由湖北交投投资建设的溇水河特大桥位于湖
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境内，是宜来高
速公路鹤峰东段的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328米，横
跨300多米深的峡谷，施工难度极大，目前大桥建设
全部完工。

图为溇水河特大桥。 杨顺丕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邱超奕） 记者日前从民航
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共完成
运输总周转量703.0亿吨公里，同比增长32.2%，较2019年同
期增长11.9%。其中，国内航线完成470.4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16.0%，较2019年同期增长16.5%；国际航线完成232.6亿吨公
里，同比增长84.1%，较2019年同期增长3.7%，航空运输国内
市场和国际市场规模均超过2019年同期。

今年民航局全力推进国际客运航班恢复。上半年，国际
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 296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4.4%，客运
规模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1.7%。国际航空客运市场延续快
速恢复态势，2024 年 2 月以来，连续五个月恢复水平超过
80%。目前，客运航班共通航境外 72个国家，中国至英国、阿
联酋等 30个国家的客运航班量已超过 2019年水平，较 2019
年新增巴林、科威特、塞尔维亚、坦桑尼亚、卢森堡、巴布亚新
几内亚6个通航国家。

民航国际航线客运规模恢复至2019年同期八成

7月11日至12日，第十届金砖国家议会论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这是 11 日，
赵乐际出席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