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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成果令人惊叹

破解减贫这一历史性、世界性难题，中
国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为外媒盛赞。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发表的 《中国的粮
食安全》 白皮书显示，按现行农村贫困标
准计算，201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
量 1660 万人，较 2012 年末的 9899 万人减
少了 8239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降至
1.7%。对此，《印度斯坦时报》 评述称，
中国持续进行的消除贫困斗争的各项数字
令人惊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发生率减
少了近95个百分点。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
有着 14 亿人口的国家。”俄罗斯 《独立
报》 在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后感叹，中国打
击贫困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

古巴 《格拉玛报》 也认为，中国在短
短 40多年间使超过 7亿人摆脱了贫困，这
是其他任何国家不曾取得的成就。目前，
仅有2%的中国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
据中国的目标，到2020年，剩余3000万左
右的贫困人口也将实现脱贫。

尼日利亚 《每日信报》 指出，中共十
九大之后，中国将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此后，中国动真格、下真功，成就尤
为显著。

而今，“脱贫”已经成为外媒观察中
国、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
角。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减贫是中国

“经济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则惊叹于中国对待扶贫态度

“严肃”、投入精力十分“惊人”。
还有不少外媒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对

中国广大农村“脱贫”之后的巨变有了更
加直观的了解。马来西亚 《星报》 报道
称，在一次对湖南偏远农村地区为期 3 天
的采访中，印度记者迪潘克尔·巴塔—查
里亚每当看到大片稻田中的砖瓦房时，总
会难以置信，重复着同样的问题：“那是
农民的房子吗？”“那座房子也是这里农民
的吗？”该报称，中国农村地区的积极转

变令许多外来者感到意外。对于关注中国
崛起以及中国在过去40年里为减少贫困农
民数量所做不懈努力的外媒记者来说，实
地考察让他们“眼见为实”。

成功经验启发他国

近年来，对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
“脱贫奇迹”，越来越多外媒记者不再满足
于远程观望，而是希望走进一座座摘掉

“穷帽”、拔掉“穷根”的中国村庄，找寻
成功脱贫的密钥。他们相信，这把密钥能
够帮助面临相似问题的其他国家打开致富
的大门。

今年上半年，30多名非洲记者就曾到
访陕西汉中，采访当地如何实施精准扶
贫、改变乡村面貌。

通过工业发展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医
疗和教育福利、通过茶叶生产和旅游业创
造就业……南非独立在线网站详细报道了
汉中多地因地制宜的扶贫举措。该网站
称，扶贫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面临严重失业问题的南非来
说，它可以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那里获得
宝贵的经验教训。其他非洲国家也能在中
国大力扶贫的进程中拥有更多机会，学习
并改善非洲大陆人民的生活。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

奥努奈朱认为，中国消除贫困的措施切实
可行、针对性强且可持续，尼日利亚需要学
习中国农村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确定优
先发展领域，让农民看到身边机遇，抓住时
机并转化为财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少发达国家的学者同样对中国的脱
贫经验充满好奇。美国媒体称，美国哈佛
大学学者娜拉·狄龙在对中国扶贫计划展
开研究后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应该借鉴中
国减贫大获成功的经验。娜拉·狄龙称，
从减贫的角度来看，中国之所以取得成
功，主要在于鼓励并惠及乡村农业。而这
正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农民仍
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可以吸取的广泛经
验。那些地方不仅极端贫困现象司空见
惯，而且很多小型自给农场的农业景观与
中国类似。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伯
特·霍夫曼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
发展，越来越多国家看到中国提供了在一
代人的时间内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发展模
式，把中国当作可以效仿的榜样。

卓越成效贡献全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
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丰
硕，不仅惠及本国人民，对全球发展所作

的重要贡献亦为外媒所称道。
按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1.9 美元的国际

贫困标准，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
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
贫目标的国家。

阿根廷《号角报》刊发评论称，通过大
力推动乡村地区的交通设施和通讯网络建
设，不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在消除贫
困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取得了卓越成效，
其效果是世界性的。

美国哈佛大学网站引述娜拉·狄龙的
观点称，如果没有中国的成就，联合国不
可能在2015年宣布成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将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

在摆脱贫困的路上，中国的成功示范
为更多国家描摹出值得期待的愿景。新西
兰商学院院长黄伟雄指出，2020 年如期消
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将提前 10 年完成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消除贫困
目标，这将给全球减贫事业注入巨大信心。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维多
利亚·克瓦也认为，中国的减贫进展具有全
球意义。在全球增长预期下滑的背景下，世
界银行集团与中国这样减贫成功的国家合
作，可以加强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向全球其
他国家传授成功的减贫经验，从而更好地完
成在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

未来，中国还将和其他国家一道，携
手消除贫困，共同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这
一全球性挑战。德国席勒研究所驻美国休
斯敦代表布莱恩·兰茨称，中国在脱贫攻
坚方面所做的努力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成就有目共睹。而源自中国的“一带一
路”等全球公共产品正在推动各国加强合
作与互惠互利，将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和
可持续发展增添动力。

题图：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双
桥村地处沿淮洼地，是该县 9 个深度贫困
村之一。2017年以来，该村在驻村扶贫工
作队的帮助下，成立专业种养合作社，流
转土地 1000 余亩，开展稻虾共作，探索

“一田两种、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种养
模式，走出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脱贫增收
的绿色发展之路。 陈 力摄 （新华社发）

中国脱贫经验启迪世界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日，随着第六个国家扶贫日的到来，中国距离摆脱
绝对贫困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
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
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奇迹”，这是外媒谈及中国脱贫成就时常用的词语。
在世界眼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超过7亿多人摆脱贫
困，堪称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快、最大规模的减贫壮举。
对于全球减贫事业而言，这一壮举贡献重大、意义深远。

国 际 论 道

日前，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
展合作论坛在萨摩亚首都阿皮亚举行。本次
论坛的主题为“开放合作，共享发展”。

2018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巴布亚
新几内亚、文莱、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并同
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中国同岛国关
系实现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新飞跃。这一会晤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
全面合作定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目前，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在贸易、农业、渔
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发展等方面
都有重要的先期成果。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是以经济合作
为牵引的全方位合作。一方面，合作极大地提
升了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使部分
太平洋岛国实现了跨越性发展。另一方面，双
方的经济合作也能够进一步巩固双边政治互
信，搭建多样化的合作平台，推动双方全方位
合作向纵深发展。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深入
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给太平洋岛国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建立
更加稳固而紧密的经贸关系，不仅有利于亚太
地区的稳定，而且对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也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具
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背靠世界上面积最大
的大陆，即亚欧大陆，同时也面对世界上最

大的大洋，即太平洋。可以说，中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陆海复合型大国。太平洋岛国散
居于太平洋之中，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中国
与太平洋岛国展开全方位经贸合作，有利于
推动全人类海洋事业的发展。

未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经贸合作将
向纵深发展。具体来讲，包括两大重点合作
方向。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太平洋岛国的
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很多太平洋岛国具有
较大的基建缺口。这种缺口不仅体现在已有基
础设施的数量规模上，也体现在建设资金上。
另外，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给太平洋岛国带来很
大挑战。随着海平面不断上升，太平洋岛国对
于基础设施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中国提供
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在数量、资金、质量等三方面
满足太平洋岛国的需求。

二是绿色发展领域。太平洋岛国既有良
好的生态旅游资源，又有优质的渔业资源，可
谓碧海蓝天与鱼虾满仓同在。但是，这两种优
势资源的开发受到气候灾难威胁的限制。实
际上，这不仅仅是太平洋岛国面临的问题，也
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提出的绿色
发展理念可以为太平洋岛国的发展提供重要
机遇。这一理念对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都能起到突出的推动作用。

（张晓洁采访整理）

据 《澳大利亚人报》 网站报道，中国在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
济发展合作论坛上与参会的太平洋岛国共同谋划下一阶段双方经贸合作
发展路线。中国与太平洋国家共同致力于绿色和高质量发展。澳大利亚
洛伊研究所太平洋项目负责人乔纳森·普莱克表示，随着中国在太平洋地
区影响力的加强，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协议会被提上议程。

《萨摩亚观察家报》报道称，中国派遣高级别官员出席论坛，表明了
对该地区的重视。中国为萨摩亚的教育、卫生、体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与 8 个太平洋国家的双边贸易在持续增加，
2018年贸易额达到43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25%。中国是所罗门群岛最
大的贸易伙伴，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萨摩亚
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向纵深发展

■受访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海疆智库高级研究员 王晓鹏

图为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举行前，萨摩亚妇
女等待将传统的花环献给远方来的客人。 新华社记者 郭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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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业加强自主设计

新中国成立初期，汽车产业百废待兴，当时大
部分中国汽车是通过给外国产品重新安装车身，或
主要基于外国设计建造的。中国也曾尝试制造纯粹
的自主轿车，但由于当时中国更倾向于生产工业车
辆，所以轿车的产量很低。

1980 年以后，中国逐步开放市场。对于中国车
企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开始销售私家车，并与外企
组建合资企业。

如今，中国汽车工业不断自主设计车型，并大举
收购处境艰难的西方知名品牌。与此同时，出于环保
的理念，中国汽车制造商也逐步转向生产“零排放汽
车”。

——据孟加拉国《每日星报》10月23日报道

图为工人在江苏吴江台企中达电子新能源汽车
电源组装生产线上忙碌。

汤德宏摄 （人民视觉）

全球新电视剧逾半来自中国

数据研究公司安培分析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6
个月来，全球超过一半的新电视剧出自中国。

上述报告称，过去半年，中国主要广播机构和
互联网电视平台订购了近300部电视连续剧，相当于
其他国家的总和。就订阅数量而言，中国视频点播
订阅服务平台正在迅速赶超美国的大服务商。安培
分析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主要视频点播订阅平
台的订阅人数将超过1亿。

——据美国《综艺》杂志10月22日报道

中国成为世界数字化火车头

今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25周年。在
1/4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在数字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互联网用户人数从几十万增加到8.5亿。中国已经在
发展 5G 通信科技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
数字化的火车头。

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亚太项目俄罗斯事务高级顾
问兼负责人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表示，战略规划的存
在、对于研发工作和人才培养的大规模投入、国家
领导层对科技领域的关注以及国内市场巨大，是中
国在科技道路上取得成功的综合因素。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22日报道

图为在第六届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现
场展示的能弹钢琴的5G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中国努力打造优质医疗服务

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努
力成为一个能够让国民比其他任何地方的患者更
快、更便宜地获得最好最新药物和医疗服务的国家。

为了达到以较低价格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目标，
中国在过去5年向公立医院投入的资金增加了一倍。
中国还制定了相关规划，提出中国的健康产业总产值
到2030年将超过2.3万亿美元，大约是现在的两倍。

为控制医疗成本，中国还同全球大型制药企业
协商，促使它们大幅降低价格，以换取中国这个拥
有庞大患者群体的市场。中国在向公立医院大笔投
入资金的同时，还修订了药品审批制度。

——据彭博社10月21日报道

图为10月22日，在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
家医疗器材公司，工人正在生产一批一次性医疗器材。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