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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 29日电 （记
者侯丽军）“爱在阳光下——2016中
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式29日在北
京故宫举行，南非总统夫人托贝卡、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出席，
中国和非洲国家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等
200 多人参加。开营式上播放了艾滋
病反歧视公益片和历届夏令营回顾短
片，中非儿童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互赠礼物并同到场嘉宾互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世界卫生组

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
媛出席开营仪式并为夏令营开营。彭丽
媛在致辞中表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和
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同肤色的儿童一
样，是世界的未来。关爱他们，让他们健
康快乐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
要更多社会力量积极行动起来。

“爱在阳光下”夏令营是一项由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发起的受艾
滋病影响儿童关爱活动，自 2010 年
起已成功举办六期，旨在帮助受艾滋
病影响儿童开阔视野，感受社会关
怀，促进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中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

今年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
藏研中心） 成立30周年。30年来，藏研中
心围绕西藏和四省藏区发展稳定的实际情
况，广泛开展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研究
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8月2日第六届北京 （国际） 藏学研
讨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报专访了藏研中心
副总干事郑堆。

完成上千项藏学科研课题

问：30 年来，围绕西藏和四省藏区发
展稳定的实际情况，藏研中心取得了哪些
重要研究成果？

郑堆：藏研中心成立于 1986 年 5 月 20
日，是国家根据涉藏工作的特殊任务和藏
族文化的实际状况成立的学术机构，是以
中国西藏及其他藏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学术机构，以西
藏及其他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历
史、文化、宗教、语言等为研究对象，以
繁荣和发展中国的藏学研究事业为己任，
职责是“两个服务”，即为祖国统一和民族
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

30 年来，藏研中心围绕西藏和四省藏
区发展稳定的实际情况开展藏学研究，取
得了诸多成绩：

——建成了以科研为中心的多功能的
藏学研究机构，并建立起一支多民族的藏

学专家学者队伍。设立社会经济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当代研究所、
藏医药研究所、图书资料馆、中国藏学出
版社、中国藏学杂志社、中国藏学网、西
藏文化博物馆、北京藏医院和大藏经对勘
局等业务机构。藏研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
来自汉、藏、蒙、满、回、彝、白、土
家、纳西、达斡尔 10个民族，培养和造就
了一支马克思主义藏学研究队伍。

——发挥了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的积极
作用。在中国现有的 50 多个藏学机构中，
藏研中心承担着牵头协调的职能，初步建
立起全国藏学机构协调机制、课题合作研
究机制、激励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信息
共享机制和对外学术合作交流机制。

——完成了多项科研课题与科研任
务。以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
学、政治学、藏医药研究、藏文和梵文文
献研究为主要学科和研究方向，完成了上
千项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开展了广泛的藏学国际学术交流
与合作。每年接待外宾数百名，每年出访
约50人次。与50多个国家的相关研究机构
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

——搜集了众多文献、音像、档案资
料。图书资料馆现有图书 10余万册，杂志
500多种，藏文和汉文历史档案数万件，还
有大量的影视、录音和图片资料、梵文贝
叶经复印件等学术档案。与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密切协作，合

作开展藏学文献及藏文历史档案的保护整
理项目。

——出版了大量汉、藏、英文图书杂
志。中国藏学出版社现已出版各类图书
1200余种，300多万册，已经成为国内外最
有影响的藏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中国藏
学》 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藏学专业学
术期刊，有汉、藏、英三种文版，已出刊
262期。

——搭建了中国藏学界信息交流平
台。中国藏学网组织开发的国际标准藏文
计算机字体——“珠穆朗玛体”，使多种传
统藏文字体首次在计算机上得以应用。

——展示了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北
京藏医院发展成为“以藏医为主，集医疗、科
研、教学和康复为一体，多民族医药相结合”
的国家级民族医院，受到海内外患者青睐。
西藏文化博物馆成为展示、普及和研究藏族
文化的一个形象而直观的窗口。

承担多项国家级文化工程

问：中国历来重视藏族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和发展工作，尤其高度重视藏文古籍
的抢救和保护，在这些方面，藏研中心都
做了哪些努力？

郑堆：为保护藏族优秀传统文化，藏
研中心牵头申请了多项国家级重点文化工
程。其中，《中华大藏经 （藏文部分）》藏
研版对勘出版和2013年启动的《中华大典·

藏文卷》 项目，代表了当前藏文古籍保护
与发展的最高成就。《西藏通史》的编撰出
版，使其成为一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
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著作。

问：在藏学的基础性研究和现实应用
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

郑堆：长期以来，基础性研究和现实
应用研究齐头并进的作法，使得藏研中心
学术领军能力增强，在国际藏学研究领域
的地位和影响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基础研究方面，藏研中心与兄弟单
位合作编辑、出版的7卷本《元以来西藏地
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和2卷本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受到
了国内外藏学界的好评。合作编辑的中国
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
案目录和川、青、甘、滇所存西藏和藏事
档案文献目录、《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六世
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 等资料，成为
藏学专家学者们的常用书籍。

在现实应用研究方面，藏研中心积极
为藏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特别是在藏区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研究、
西藏反贫困研究、西藏基础设施、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2010 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赋
予藏研中心发挥好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研究
的职能。为了发挥好牵头协调作用，藏研

中心形成了以课题为纽带、以活动为载
体、以交流、成果展示为平台，加强统筹
协调的机制和措施。全国藏学研究合作体
制逐步建立，统筹规划、分配任务、提供
经费、反馈成果的牵头协调机制日趋完善。

2015 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
印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 中明确指
出“发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智库作用”。
藏学研究事业是党和国家西藏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力开展涉藏智库建设，是党
和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赋予藏学研究
工作职责的再重申，是中央领导对藏学研
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只有始终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把理论和实
践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提高为
中央涉藏决策服务的能力，提高为西藏和
四省藏区发展稳定服务的能力，才会有更
加广阔的舞台和旺盛的生命力。

连续举办五届国际藏学研讨会

问：据悉，第六届北京 （国际） 藏学
研讨会将于8月2日召开，能否介绍一下国
际藏学研讨会的有关情况。

郑堆：由藏研中心、中国西藏文化保
护与发展协会、西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北京 （国际） 藏学研讨会自 1991
年创办以来，至今已举办了五届，成为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藏学学术盛会之一，是中
国藏学研究面向世界开展藏学学术研究与
交流和国内外藏学界展示最新研究成果、
增进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国际藏学
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即将举行的第六届北京 （国际） 藏学
研讨会，共设 19 个专题小组，将迎来 325
名学者，其中包括海外学者代表109人，分
别来自美国等 19个国家和地区，还有部分
台湾、香港和国外藏胞学者代表。参会的
人数和会议规模均超过了前五届。

藏学研究 30 年成果丰硕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

本报记者 叶晓楠

7 月 29 日，2016 年二十国集团
青年会议 （Y20） 在上海闭幕，会议
形成 《二十国集团青年会议公报》，
提交 2016 年二十国集团 （G20） 峰
会筹委会。来自 G20 成员国、嘉宾
国和国际组织的青年代表在“推动
青年创新，实现共同愿景”主题下
围绕五项分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9 月 4 日至 5 日，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
行，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此次“领
导人峰会”前后，一系列 G20 会议
安排在中国召开，中国借助 G20 系
列会议影响世界。

G20系列会议在多地举办

据悉，从去年12月至今年11月
初，除高温的8月外，每月均有G20
相关会议安排。今年1月，就有“协
调人会议”等 8个相关会议在北京、
厦门两地召开。2 月，“就业工作组
会议”等3个相关会议在广州、上海
两地召开。

除“领导人峰会”外，这些会
议可大致分4类：专业部长会、财金
渠道会议、协调人会议及配套活
动。专业部长会包括农业部长会、
能源部长会、贸易部长会、就业部
长会等。财金渠道会议包括财长和
央行行长会议、绿色金融研究小组
会议、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
会、投资和基础设施工作组会议

等。协调人会议包括五次协调人会
议及协调人与财长和央行副手联席
会议等。配套活动包括青年会议

（Y20）、工商峰会 （B20）、智库会
议 （T20）、劳动会议 （L20）、妇女
会议 （W20） 等。

这一系列会议的举办城市，除
杭州外，还有三亚、北京、厦门、
南京、广州、上海、深圳、西安、
青岛、武汉、成都等，涵盖中国
东、中、西部，沿海与内陆等地

域，此外还有巴黎、伦敦、华盛
顿、新加坡、印尼巴厘岛、瑞士巴
塞尔等世界知名城市。

各项会议富有成效

7 月 23 日至 24 日，2016 年第三
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
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
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框架”、国际金融架构、投资和基础
设施、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
作、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
资等议题，核准了各议题下的主要
成果，并发表了会议公报。

7月10日，G20贸易部长会议在
上海闭幕。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批准
由中方倡议起草的 《G20 贸易投资
工作组工作职责》 以及 《G20 全球
贸易增长战略》，为促进全球贸易和
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 期 两 天 的 G20 能 源 部 长 会
议，6 月 30 日在北京闭幕。在“构
建低碳、智能、共享的能源未来”
主题下，会议呼吁 G20 成员分享可
再生能源、煤炭清洁利用等方面的

先进技术，实现世界能源包容发展。
作 为 配 套 活 动 ， 青 年 会 议

（Y20） 于 7月 24日至 30日在北京和
上海两地召开。来自 G20 成员国、
嘉宾国和国际组织的130余名青年代
表来华参会。Y20 利于推动青年一
代更好地参与 G20 等国际机制和全
球经济治理。

同样是重要配套会议之一的劳
动会议 （L20），7 月 12 日至 14 日在
北京举行；智库会议 （T20），是全
球智库代表为 G20 贡献智慧与思想
的重要平台，7 月 29 日至 30 日在北
京举行。

知名度较高的配套会议工商峰

会 （B20），参加者包括二十国集团
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国际和地区
主要商协会领袖，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重
要国际机构负责人，旨在保持二十
国集团政府、工商界以及相关国际
机构之间持续的对话。今年的 B20
峰会定于9月3日至4日在杭州举办。

中国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王文指出，中国近年来已
从 G20 的参与者变成主导者。自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作
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逐步参与到全
球治理平台中。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
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在G20乃至国际
社会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一个稳定
和繁荣的中国越来越积极、自信、主
动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对G20及
其他国际合作组织做出更多的制度
性、经验性和思想性的贡献。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
长沈丁立教授认为，中国起着连接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作
用，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凝聚发展
中国家的力量，代表发展中国家的
利益与诉求。在“一带一路”、亚投
行、亚信峰会等合作组织及框架
中，中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思
路、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正在完善
世界秩序。

借力借力GG2020 影响全世界影响全世界
陈振凯陈振凯 刘浩洋刘浩洋

当地时间7月
28 日，中国第四
支驻利比里亚维
和警察防暴队以
全优成绩通过联
合国首次装备大
核查，受到了核
查官员的高度赞
扬。

联 合 国 装 备
核查是联合国对
防暴队派遣国提
供装备和设施能
否满足维和任务
要求而进行的综
合性评估检查。

李金良摄
（人民视觉）

驻利维和防暴队通过装备核查驻利维和防暴队通过装备核查

本报北京7月 29日电 （记者汪
灵犀）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今天表
示 ， 台 湾 有 关 方 面 今 天 公 布 了

“7·19”重大车辆火灾事故的最新调
查 情 况 ， 我 们 对 此 高 度 关 注 。 他
说，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后，我们多
次要求台湾有关方面尽快查明事故
原因和责任，以告慰罹难者及其家
属。今天，海旅会再次通过台旅会

表达严重关切，要求台方尽快通报
事故调查进展情况。

本报台北7月 29日电 （记者王
尧、任成琦） 台湾桃园地检署今天
上午召开记者会，介绍大陆旅行团
严重车祸原因调查的最新进展，确
认大陆旅行团严重车祸司机为酒后
驾 车 ， 血 液 检 出 酒 精 浓 度 高 达
215mg／100ml。

据新华社北京7月 29日电 （记
者钟泉盛、肖亚卓） 2015 年 7 月 31
日，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
奥会举办权。如今，一年时间即将过
去，作为赛事的重要承办方，张家口
市的冬奥会筹办工作有何进展？

张家口市长马宇骏说：“我们结
合张家口实际，把筹办冬奥会的工
作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可再生

能源示范区两大机遇统筹起来，用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奥运思维，
着力推进赛事核心工程、支撑保障
工程、带动发展工程。”他介绍，两
个承办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
等 27 个专项规划，包括崇礼区打造
国际冰雪小镇的若干规划，都正在
加紧编制，所有规划可以在年底前
完成。

国台办：高度关注“7·19”事故后续调查
司机被确认为酒后驾车

申冬奥成功一周年

张家口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7 月 29 日清晨，辽宁丹东边防支队携手 30 位抗美援朝老军
人，再次重聚鸭绿江大桥，追寻红色记忆，同庆“八一”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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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军人同庆“八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