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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同科威特首相会谈

欢迎参建“一路一带”
本报北京6月3日电（记者赵成）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科威特首相贾比尔举行会
谈。

李克强指出，两国要扩大经贸、投资、财经、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等合作，中方愿参与科威特铁路项目建设，
欢迎科威特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拓
展能源合作，将油气上下游、市场和资源、传统能源和新
能源紧密结合，希望科方向中国石油企业开放油气上游
勘探开发市场；密切人文交流，增进高校间和人员往来，
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
的沟通协调，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李克强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海湾合作委员
会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赞赏科威特作为海合会、阿
拉伯国家联盟峰会轮值主席国，为深化中海、中阿关
系所作努力。希望科方继续推动早日重启并完成中海
自贸区谈判，促进中阿论坛建设以及中阿战略合作关
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本报北京6月3日电（记者赵成） 国

家主席习近平3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并发表题为《让工程
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强
调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把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希望中外工程科
技专家学者加强合作，共同为人类社会进
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大会召
开表示祝贺，向为中国科技事业和现代化
建设作出贡献的各国代表和各位院士专家
学者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
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
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将给人
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未来几十年，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
展形成历史性交汇，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
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共
创人类美好未来，是工程科技发展的强大
动力，全球工程科技人员要切实承担起这
个历史使命。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
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中国拥有 4200
多万人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这是中国开
创未来最可宝贵的资源。我们把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
程科技创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
建设一个和平发展、蓬勃发展的中国，造
福中国和世界人民，造福子孙后代。

习近平指出，工程科技的灵魂在于开
放。工程科技国际合作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的重要动力。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深化工
程科技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政府间、
半官方及民间合作，继续参加或牵头开展
国际大科技合作工程，加强信息交流和人
才培养，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实现各
国共同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工程科技是人类实
现梦想的翅膀，承载着人类美好生活的向
往，能够让明天充满希望、让未来更加辉
煌。希望中外工程科技专家学者加强合作，
共同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会见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国际工程与技术

科学院理事会秘书长萨尔曼等与会外方代
表。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推进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我们
从战略高度重视工程科技和创新驱动在提
升国家综合国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是国际工程
科技界最重要的学术组织，希望中方同这
两个组织的交流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携手
提高世界工程科技水平。

博科娃和萨尔曼赞赏中国政府大力支

持工程科技事业发展，积极促进国际合
作，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工程与
技术科学院理事会愿意继续加强同中方的
交往与合作。

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由中国工程
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与技术
科学院理事会于 6 月 2 日至 3 日在北京联
合举办，主题为“工程科技与人类未
来”。一些国家工程院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和外籍院士、中外工程科技界代表等
约1500人出席大会。

交存《〈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接受书

中国希望发达国家尽快接受
本报联合国6月2日电（记者吴云、李秉新） 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王民今天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
了中国政府接受《〈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的接受书。

《修正案》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在卡塔尔多哈通过。
《修正案》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安排，为《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规定了量化
限减排指标，使其整体在 2013 年至 2020 年承诺期内将
温室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18%。

《修正案》 是国际社会艰苦谈判的成果，维护了
《公约》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
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延续了 《议定书》 的减排模
式，实现了第一承诺期和第二承诺期法律上的无缝链
接。中国希望发达国家尽快接受《修正案》，确保其尽
早生效。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已宣布到
2020 年 单 位 GDP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比 2005 年 下 降
40%-45%。

本报北京 6月 3日电 （记者王君
平） 2014 国际针灸研讨会日前在北京
召开。会议由中国针灸学会和美国针
刺研究会共同主办、世界针灸学会联
合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协
办。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针灸研究对
21世纪全球医疗的影响”。

目前，针灸已经在 183 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使用。中国针灸学
会会长刘保延说，这是美国针刺研究会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地区
举行学术年会，并且选择在针灸的故乡——中国举办年会，希望
加强与中国针灸研究的联系，增进两国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本次大会来自国内外代表 320余人，其中，美国、澳大利亚、意
大利、瑞典、挪威、巴西等国家90余人。会议收到来稿332篇，其中80
余篇为外籍作者，250余篇为国内针灸专家的稿件。大会达成了3方
面共识：利用现代科技核磁共振技术对针灸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对
有关穴位本态进行研究；临床研究应构建规范与标准。

习近平出席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并演讲

中国将牵头开展国际大科技合作
4200多万工程科技人才是中国开

创未来最可宝贵的资源

希望中外加强合作共同为人类社

会进步作新的更大贡献

为弘扬民间乞巧民俗文化，从 5
月 28 日起，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启
动刺绣品牌培训班，聘请专业刺绣老
师对200余名具有手工刺绣技能的当
地农村妇女进行技能业务知识讲解、
现场示范指导，通过培训学习提升农
村妇女手工刺绣技能，促进文化旅游
产品销售，发展壮大农村特色致富产
业。图为 6 月 2 日，西和县石堡乡包
集村几名妇女在刺绣。

新华社记者 张 锰摄

图 为 6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 2014 年国
际工程科技大会
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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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3日电（记
者蔡国栋） 历经3年多完成的新疆第二
次湿地资源调查显示：新疆湿地总面积
394.82万公顷，居全国第五位。其中湿地
保护面积 211.31 万公顷，保护率达到
53.52％，高于全国43.51％的平均水平。

新疆第二次湿地调查结果显示，
新疆湿地总面积 394.82 万公顷，与第
一次调查结果比较，湿地总面积增加
了 252.88 万公顷，湿地斑块数量较上
次调查结果增加了 8067 块。其中河流

湿地 121.64 万公顷、湖泊湿地 77.45 万
公顷、沼泽湿地 168.74 万公顷、人工
湿地 26.99万公顷。新疆天然湿地的广
泛分布，特别是湖泊湿地的大面积存
在，对地处内陆干旱、半干旱的新疆
生态建设、生态维护与修复发挥着决
定性作用，对全国生态保护和生态建
设发挥着十分突出的屏障作用。

图为白天鹅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
县境内的乌伦古湖湿地停歇。

刘新海摄 （新华社发）

是个是个
好地方好地方

开栏的话

本报今起推出“新疆是个好地方”
专栏，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向海内外读
者展现新疆的发展变化与美丽风光。

甘肃农妇变“绣娘”甘肃农妇变“绣娘”

美日两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一
唱一和，对华掀起舆论“围攻”。另据
日本媒体报道，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
峰会在声明中将“点名”批评中国的
海洋活动 （是否真的如此，我们拭
目以待）。有媒体据此认为，一场“围
堵”中国的大战略已经开始。

“围堵”也就是遏制。现今的美日
对华政策是否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

“遏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
少美日官方否认。但是，“围堵”也
好，“遏制”也罢，或者用别的什么
词，美日对华政策和涉华言行中包含
的对华防范、牵制甚至遏制的成分却
是明显的。

安倍履新后，借助各种机会在钓
鱼岛、南海、军事等不少议题上渲染

“中国威胁论”，用日本媒体的话说就
是极力构建对华“包围圈”，开展围堵
中国的外交。美国在将对外战略重心
转向亚洲之后，公开支持日本对钓鱼
岛的“施政权”，并由美国总统出面数
度重申 《美日安保条约》 适用于钓鱼
岛，借助美日同盟对中国进行吓阻。
美国还在南海问题上屡次发声，搞很
多不是“选边”胜似选边的小动作，
为越南和菲律宾撑腰，把中国描绘成
挑事者。

透过表象看本质，美日对华之所
以“出言不逊”和“联合围堵”，根本

原因有两点：一是对华战略焦虑。中
国这些年崛起不断累积的综合国力和
国际影响，着实让美日有些不适应。
二是各自战略盘算。美国把中国视为
自己维持霸权的最大潜在威胁，可为
本身的战略调整乃至国防预算的增减
与分配找到有效理由。安倍则把中国
当做其实现恢复日本往日“辉煌”梦
想的最大“绊脚石”，又当做其修宪强
军的借口。

历史和现实昭示，要“围堵”中
国注定头撞铁墙。历史上，一些大国崛
起时，一般都遭遇过围堵。现在中国壮
大了，被“围堵”似乎是“情理之中”。当
然，中国被“围堵”也不是头一次。新中
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就对华进行严密
封锁。但中国没有垮，反而冲破重围，开
辟了国内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新天地。现
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
变，但遭遇的“封锁”今非昔比，中
国与世界的联系已经十分紧密，同美
日的关系中“围堵”与“反围堵”并
不占据主导地位。今天的美日两国，
一个被层出不穷的国际问题搞得焦头
烂额，一个自身经济增长乏力而底气
不足，要“围堵”中国恐怕都力不从
心。借助更多外力呢？它们可以去拉
拢圈子，但亚洲国家不可能集体被绑
架，七国集团同样如此——很多国家
还想着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事实

上，即便美日内部，对“围堵”中国
也不完全意见一致。

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中国代
表的是上升的力量和国际正能量，中
国的崛起不同于以往一些大国的强
势、血腥崛起，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
路是真诚的，尽管一时还被美日等少
数国家诋毁，但“路遥知马力，日久
见人心”，中国对和平发展有着战略自
信和战略定力，不会因一时一事或某
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美日对华“围堵”，更像是
实力地位相对下降之后一种焦虑情绪
的反映，表面上在涉华国际舆论上能
够呼风唤雨、吸引眼球、占据上风，
实质上反映了对自身实力和影响的不
自信，所谓“自信不够，狂妄来凑”。

当对手焦虑的时候，中国更要冷
静。要分清他们是虚张声势，还是已然
开始行动。如是虚张声势，天边总会出
现乌云，风一吹就会散。如是已经开始
行动，中国也只好奉陪。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围堵中国”是自信不够狂妄凑
■ 华益文

新疆湿地面积全国第五新疆湿地面积全国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