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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6 月 22 日至
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对外工作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
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
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局面。

海外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的讲
话明确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相信中国
将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
平，推动世界繁荣发展，参与引领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目标。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欧中论坛创
始人高大伟表示，中国自古就有追求
天下大同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是 21世纪对“大同”的重新诠释，随
着中国的不断发展，饱含中国智慧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对世界产生
更加深刻的影响。

肯尼亚智库非洲民主与领导力研
究院执行主任丹尼斯·科迪说，中国提
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了
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
国愿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能够推
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建
设就是典型例证。“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发展水平不同，而中国尊重各国的

政治经济制度，反映出求同存异的“文
化包容性”。

美国资深金融界人士祖拜德·艾
哈迈德有着 30多年华尔街银行业从业
经验，目前专注于与“一带一路”倡议
相关的投资项目。艾哈迈德说，“一带
一路”倡议是全球迄今为止最具变革
性的发展倡议之一，如果能不断推进，
将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为沿
线国家带来积极变化。

埃及《金字塔报》副总编、中国事
务记者萨米·卡姆哈维说，中国倡导各
国团结一致，本着相互尊重和互利共
赢的原则开展合作，摒弃对抗和冲
突。“一带一路”倡议就充分体现了上
述原则，“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
有望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创造合作平

台。
印度尼西亚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

班邦·苏尔约诺说，中国积极推动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这得到了世界多数
国家的认同与支持。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重视民心相通，有利于全球增进
互信和了解，减少冲突，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打下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有利
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

菲律宾雅典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
卢西奥·皮特洛说，中国外交政策追求
发展与合作，尊重不同国家经济和政
治体制的差别，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将使广大新兴国家在全
球治理体系中享有更多发言权。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塑全球治理新局面
—海外专家学者积极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联合国 6月 23日电 （记
者王建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2
日在美国纽约会见出席第二届联合国
警长峰会的中国代表团时，高度评价
中国为联合国维和事业作出的重要贡
献。

古特雷斯说，中国维和警察选拔培
训坚持最高标准，他们在执行维和任务
期间严格遵守联合国工作规范和纪律
要求，表现出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
守，得到各方高度评价。联合国赞赏中
方支持维和警察能力建设，期待中方在
维和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代表团团长、公安部常务副
部长王小洪表示，中方将积极落实
习近平主席与古特雷斯秘书长达成的
重要共识，坚定支持联合国在维和建
和领域进一步发挥作用，并继续支持

维和警察能力建设，为促进和维护世
界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中国
愿与联合国加强在“一带一路”安全及
禁毒、反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造
福各国人民。

第二届联合国警长峰会 21日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 120 多个国
家的警务领导人探讨如何提升联合国
维和警察预防和应对安全挑战的能
力。

古特雷斯高度评价——

中国为联合国维和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伊朗称欧洲将提出
维护伊核协议计划

据新华社德黑兰6月23日电 伊
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 23
日表示，欧洲有关国家以及欧盟已承
诺尽快提出旨在维护伊核协议中伊朗
利益的一揽子计划。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
道，阿拉格希当天在德黑兰出席活动
时宣布，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盟已
承诺在 6月底之前提出一系列切实可
行的具体方案，以维护伊核协议中伊
朗的相关利益。

以色列发射导弹击退
试图“入侵”无人机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24日电

（记者刘学）以色列国防军 24日发表
声明说，以军当天向一架试图进入以
色列领空的无人机发射了一枚爱国者
防空导弹，迫使其撤离。

声明称，当时这架无人机试图从
叙利亚进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现后
向其发射一枚爱国者防空导弹。这架
无人机随后撤离。

中国赴马里维和部队驻扎的加奥地区，不仅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自然条件也极其恶劣。当地时间6月23日，一场强沙尘暴袭来，瞬间将营区吞没。中国第6批赴

马里维和官兵坚守战位，忠实履行职责使命。 贾春明摄

五年来，中国减少贫困人口 6800多万！这相
当于每年脱贫 1000 多万人，每月脱贫 100 多万
人，每天脱贫3万多人。

一年前，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
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
深，前所未有。

一年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5 次会议
上，中国代表全球 140多个国家庄严发出共同努
力消除贫困的强大呼声。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世界银
行行长金镛如此评说中国的脱贫成绩。创新脱
贫方式——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视
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

30多年来，按世行标准，中国减少贫困人口 7
亿多，比美俄日德四国人口总和还多，对全球减
贫贡献率超过70％。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如

此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脱贫成就。”长期关注
中国发展的印度专家库尔卡尼由衷赞叹，“这不
仅使中国受益，也使全人类受益。”
“中国扶贫不仅是要让人民摆脱贫困，更要

让人民富裕起来。”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眼中，脱贫的中
国民众是消费市场的新兴力量。
“脱贫后逐渐迈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国人，

正成为其他国家产品的重要消费者，他们的需求
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
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如此诠释中国脱贫给世界
带来的重大利好。
“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

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在中国描画的
反贫困斗争时代画卷中从未缺过国际合作这一
页。

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中国积极
开展南南合作，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减贫伙伴关系，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
力。中国广泛利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
多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合作，帮助改善
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投行，设立丝
路基金……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融
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更快消除贫困
创造重要条件。“‘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将让数
千万人甚至数亿人脱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主席斯蒂芬·欧伦斯说，这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
响。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力所能及地向发展中国
家、欠发达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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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 40 年，在 63 岁的
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泽连科夫眼中，是
一段活生生的国家跨越式发展史。

这位曾经的苏联驻华外交官记得，
上世纪 80年代初，北京“大多是平房”，
很多人“冬天用煤炉子取暖”，“街道就
是自行车的海洋”，“最不可思议是，在
中国，自行车原来可以做很多事，例如
搬运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

泽连科夫前些年又造访了中国。
他描述，北京已是“世界级大都市”，冬
天“采用清洁能源集中供暖”，“街道上
汽车川流不息”，最让他兴奋的是，“从
北京坐高铁只消半个小时，就能到天津
吃狗不理包子了”。

从童年记忆到学术解构

泽连科夫对“煤炉”“自行车”“狗不
理”印象深刻，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
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对改革开放的描述
则温婉而充满画意：“改革开放的中国，
好似一朵美丽鲜花，瓣瓣绽放。”

扎哈罗娃的父亲是苏联外交官。
上世纪 80年代初，扎哈罗娃随父母第一
次来到中国。彼时的中国，改革开放伊
始。她回忆说，那时北京街道上的人们
大多穿着绿色或蓝色上衣，剧院和博物
馆也不是很多，妈妈经常带着她去北海
公园和宋庆龄故居。

而到了 90年代扎哈罗娃一家人第

二次来到北京时，“我发现人们更爱笑
了，不仅穿着更加时髦，还积极学习外
语，喜欢和外国人交流”。“在北京的生
活，为我打开了感知中国的大门。”扎哈
罗娃说。如今，作为外交官的她仍然会
经常出差到中国，见证中俄关系不断深
入发展。
“对我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

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术语，更是儿
时的回忆和感受。”扎哈罗娃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泽连科夫和扎哈罗娃用直观感受
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俄罗斯科学院
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则
从学术角度向记者列举了一串改革开
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时代关键词：包产到
户、个体经营、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巨

大成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有着坚定的
政治意志，无惧改革困难。”奥斯特洛夫
斯基说，“中国政府擅于通过试点，验证
改革效果，总结经验教训，择优实施推
广，从而快速增强国家实力，提升中国

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居民生活在改革
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守望相助到分享红利

40年改革开放，40年合作发展。从
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人员交流到技术分
享，在中国和俄罗斯这对全世界国土面
积最大的近邻之间，不断涌现守望相助
的动人故事。

1994 年 10 月，时年 63 岁的俄罗斯
应用化学科学中心总工程师西特里维
应邀带领专家组来到中国，在浙江省衢
州市巨化集团担任技术指导。扎根中
国 24 年，如今的西特里维已是白发苍
苍。在他指导下，巨化集团的各类氟化
工产品和工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的蜕变，完全实现了产品替代进口、
破除外国垄断的目标。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西特里维说，“通过巨化这
个缩影，让我看到浙江，甚至整个中国，

在它美丽富庶的身后是千千万万的人
民、众多企业在奋斗拼搏。”

西特里维是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
提升生产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许多
赴华外国专家中的一员。而今天，中
国与世界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当年
的“学徒”开始用新技术装扮“师傅”的
家园。

上世纪 50年代，一批苏联专家参与
了北京地铁的规划设计。如今，中国企
业带着全球领先的地铁技术前往俄罗
斯，在莫斯科地铁改造扩建工程中承担
隧道盾构掘进和车站主体建设。项目
总工程师瓦季姆评价：“中国设备十分
先进。俄中双方的工程师协商解决问
题，就像兄弟一样。”

从授人以渔到提速飞奔

如果说改革开放拉动了中国与欧
亚地区合作的列车，那么，十八大以来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成为这趟列

车提速飞奔的新动能。
棉花种植业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农业支柱产业。
2014年，中国中泰集团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联合启动了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
坦农业纺织产业园项目，在当地打造现
代化棉花产业基地。短短 3年时间，产
业园从图纸变成现实，逐渐形成种植、
加工、销售产业链。

在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农业科学
院棉花研究所自 2003年起在当地推广
棉花种植技术。作为第一批采用中国
种棉技术的吉尔吉斯斯坦棉农，努尔
迪诺夫告诉记者，采用中国技术之后，
棉花的产量从每公顷 3 吨增长到了 5
吨，他的种棉收入也随之大幅增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棉花
种植、纺织、基建、铁路等领域，中国企
业大力推动本地化，加强对当地员工的
技术培训，承担更多社会义务，将中国
技术、投资转化为各国的生产力，为丝
路沿线各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

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阿姆列巴耶
夫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商人到哈萨克斯
坦投资兴业，促进了经济转型，提升了
经济质量，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
会。哈方希望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发展过境运输，推动商品出
口，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
（新华社莫斯科6月24日电 记者

栾海）

邻家有花开正好
—中国改革开放的欧亚故事

援助。60多年来，中国共向 166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 4000 亿元人民币
援助，派遣 60多万援助人员；7次宣布
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
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积极向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
洋洲的 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为 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
帮助。
“没有窗，又黑又闷，住在里面人

也觉得悲观。”34岁的坦桑尼亚农民库
尔瓦·阿卜杜拉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样
的茅草屋里。如今，他不仅第一次住进
了砖房，还从村里的贫困户变成了示范
户。“现在我有很多规划，生活充满了
希望”。

这一切要靠把希望播撒到非洲田野
上的中国农业专家。今年，中国农业大
学继续保持与坦桑尼亚政府的密切合
作，让中国精准扶贫、特色扶贫的经验
更广泛地惠及当地民众。

中国的脱贫方案和脱贫行动在让
自身发展更加平衡协调、持续健康的
同时，也给世界带来更多启迪和借
鉴。“精准滴灌”“不能手榴弹炸跳
蚤”的精准脱贫政策让巴西中国问题
研究所所长罗尼·林斯在内的中国问
题专家赞赏不已。“中国减贫措施针
对性强，找准了贫困的根源。”他
说，“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加强教育等措施保证贫困

不再复返，为不少国家提供了启示。”
从“输血”到“造血”，扶智更扶

志。中国扶贫不是简单地发放福利，而
是带领贫困人民一起拼搏，燃起雄心，
追求梦想。这令出身农家的越南社会科
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体会颇深。

中国多年的扶贫实践一再证明脱贫
首先要摆脱“意识贫困”、“思路贫困”。
中国智慧和方案不仅适用于拓展南南合
作，也对参与全球减贫的发达国家有很
多启发，为南北合作提供新的模式。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 《摆脱
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上线，越来越
多的海外人士有机会从中觅得中国破
解贫困这一人类共同挑战的“金钥
匙”。作为这本书的忠实读者，尼日利
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
伊朱十分真诚地说：“这本书对如何减
贫非常有启发性，我推荐各国扶贫官
员都来看一看。”

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和许多将
中国脱贫经验付诸实践的国家一样，缅
甸热切期盼着减贫项目结出更多硕果。
缅甸农业、畜牧业和水利部部长昂杜充
满信心地说：“贫穷是不稳定的根源，
也是国家发展的障碍。我们坚信，中国
在减贫方面的良好实践和宝贵经验必将
在缅甸成功复制。”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
康逸、谢鹏、许嘉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