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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巴
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伊姆兰·汗于2018年11月
2至5日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国家
主席习近平会见了伊姆兰·汗总理，李克强总理与伊
姆兰·汗总理举行会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
书、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会见。两国领导人在热
情友好、相互理解与信任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双
边、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伊姆兰·汗总理
还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讲。除北京外，伊姆兰·汗
总理还赴上海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中巴关系发展历程和取
得的巨大进步，认为中巴友谊经受了时间以及两
国国内、地区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考验。双方同意
根据 2005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
伊斯兰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原则，
进一步加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
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一、政治关系与战略沟通

双方强调，中巴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兄
弟、好伙伴。中巴友谊与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根本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
展。双方将继续从战略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巴关系。

中方重申，始终把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方
向，感谢巴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一贯给
予坚定支持，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赞赏巴方为促进地区和
平、稳定和安全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通过和平方
式解决同邻国之间悬而未决问题的努力。

巴方强调，巴中关系是巴外交政策基石，对
华友好是巴举国共识和全体国民共同愿望，感谢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巴经济发展提供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政
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

双方同意，保持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和会
晤，继续利用多边场合举行领导人双边会见。进
一步加强两国立法机关联系。中方欢迎巴基斯
坦议会成立巴中友好小组。

双方同意，建立中巴外长战略对话，将原有
的副外长级战略对话调整为外交磋商。继续在
外交官培训方面开展交流。

二、中巴经济走廊

伊姆兰·汗总理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旨在
加强地区和国际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双
方重申，“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共赢的国际合
作模式，为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带来新的机
遇。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
的快速发展，为“一带一路”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方回顾了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进展，
对各领域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建设成果感到满意。
双方对中巴经济走廊未来发展方向有高度共识，一
致同意及时完成在建项目，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创
造就业和改善民生，加快产业及园区和农业领域的
合作，争取早日释放中巴经济走廊全部潜力。

双方同意责成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
继续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决定今年年底前在北京召
开第8次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为进一步拓展在中
巴经济走廊框架内合作，双方宣布增设社会民生工
作组，以便更好地利用援助合作支持巴方改善民生。

双方重申致力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一致认
为中巴经济走廊是合作共赢的项目，将促进地区
互联互通，给整个地区带来繁荣和发展。双方同
意，通过现有机制和渠道，包括中巴战略对话、外
交磋商和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等，就推动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进行探讨。

双方一致认为，瓜达尔港是跨区域互联互通
的重要节点和中巴经济走廊的支柱。双方同意
加快瓜达尔港港口和配套项目建设。

双方反对针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负面宣传，坚
决保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安全。巴方赞赏参与
巴基斯坦境内经济项目的中方人员作出的巨大
贡献。中方感谢巴方为保护在巴基斯坦的中国
人员和项目安全所采取的措施。

三、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

双方同意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两国经济关系，
加强贸易和投资领域务实合作，通过在优先领域
成立合资企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开展中小企业合作等提升巴
基斯坦工业能力。

双方注意到两国贸易额不断增长，并同意继续采取互派贸易采
购团、扩大农产品和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市场准入、简化海关和检验
检疫程序措施，缓解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双方同意尽早完成中巴
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继续推进中巴服务贸易协定谈判。

双方同意充分利用中国贸促会和巴基斯坦工商联合会建立的
中巴商务理事会和两国证券交易所等机构间现有合作机制加强两
国经济合作。双方同意于明年初举行新一轮经贸联委会会议。

双方重视中国人民银行和巴基斯坦国家银行之间的良好合作，
对两国本币互换协议的执行情况表示满意，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两
国金融业和银行业合作。双方满意地注意到，中巴两国银行已在对
方国家开展业务。双方同意加强旅游推广合作。

四、海洋、科技、航天、环境和农业合作

双方同意加强在海洋事务上的政策对话和战略沟通，对中巴海上
合作对话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双方同意继续在航行安全、海洋经济、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科研和海洋环境保护方面保持紧密合作。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新兴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
通信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扩大有关科技在卫生、农业、水资源、能源
和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双方同意积极实施《中国国家航天局与巴基斯坦空间和外大气层
研究委员会2012-2020年航天合作大纲》。双方对今年早些时候巴基
斯坦遥感卫星成功发射感到满意，同意进一步加强空间技术应用领域合
作。双方同意加强在载人航天领域内的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和巴基斯坦空间和外大气层研究委员会将就合作签署框架协定。

双方同意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荒漠化防治、海水淡化、水资源
管理、造林和生态恢复、湿地保护与恢复、野生动植物保护、林业产
业发展、灾害管理和风险减缓及其他双方共同关心领域的合作。

巴方赞赏中方在农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双方同意在现有
农业合作的基础上探索更多合作新领域。

五、社会领域合作

巴方表示，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使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巴方希

望学习中国的扶贫模式。中方愿意与巴方加强在减
贫领域的政策对话、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帮助巴方
建设扶贫示范项目，并将对巴无偿援助向农业、教
育、医疗、扶贫、供水、职业培训等方面倾斜。

双方同意加强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双方将
在疾病监控、疫苗生产和传统医药领域分享经验，
探讨合作。

巴方赞赏中方打击腐败的不懈努力和重大成
就，希望学习中方在反腐领域的成功经验。

六、人文交流

双方强调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同意鼓励两
国国民交往，并为此提供更多签证便利。

双方决定将2019年定为中巴友好城市年，推动
建立更多友好省市关系，加强两国地方负责人之间的
交流和对话。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相邻地区之
间的合作，特别是在经济、贸易、交通、能源、产业、旅
游、教育、人文交往和民生等领域的合作。

双方对两国教育合作不断发展感到满意，同意
进一步加强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
联系。中国是巴基斯坦学生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
约有 25000 名巴基斯坦留学生在华学习。中方将
向巴方提供更多奖学金名额。

双方鼓励两国大学加强联系，包括开展联合学
位和交流项目，推动中国高校开设更多巴基斯坦研
究和乌尔都语课程，巴基斯坦高校开设更多汉学和
汉语课程。双方同意尽快开展相互承认高等教育
学位、学历和证书协议谈判。

中方同意在技术和职业培训领域向巴方提供
支持，包括职业培训机构升级、职业培训人员交流
和职教人员能力建设，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培养熟
练劳动力。

双方同意进一步促进两国智库交流，鼓励双方
举办更多会议并互派访问学者。双方鼓励两国媒体
加强合作，支持媒体人士互访以及组织培训。

双方同意落实好《中巴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
划》，进一步加强两国文化、艺术、广播、影视、出版和
体育等领域合作。双方将加强博物馆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促进文物和手工艺品保护和鉴赏，并增进两国
考古学界交流。双方将探讨在北京举办古代巴基斯
坦和犍陀罗文物主题展览的可能性。双方同意加强
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体内容由体育主管部门
直接商定。双方将积极鼓励和支持两国出版机构翻
译和印制对方文学经典，帮助两国民众相互领略对
方丰富的文化。

双方同意成立中国—巴基斯坦青年交流委员
会，负责协调两国青年交流和青年事务合作事宜。

七、防务、安全及反恐合作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保持两国军队
高层互访和各部门、各层级间交流，充分发挥中巴
防务安全磋商机制作用，深化两国在联合军演、培
训、人员交流和装备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合作。双方将继续通过战
略对话和反恐与安全磋商等现有机制，加强在相关
领域的沟通与合作。

中方支持巴方为打击恐怖主义所作承诺和努
力，支持巴方自主实施反恐战略，赞赏巴基斯坦人民
为打击恐怖主义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对维护地区和
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的重要贡献。中方赞赏巴方积
极采取措施，加强金融监管以打击恐怖融资，呼吁各
相关方客观、公正看待巴方在反恐领域所作努力。

巴方继续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依
法打击包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在内
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

八、国际和地区问题

双方重申，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致
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和以联
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双方同意支持多边主义、自
由贸易和合作共赢。双方支持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进行联合国改革，确保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和关
切。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出兵国，中巴双方同
意加强维和行动政策协调、能力建设和经验交流。

双方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本地区各国人
民的普遍愿望。各国应促进合作和可持续安全，避免
发展针对第三方的国家关系，多做有利于促进本地区

各国相互信任的事，尊重各国关于本国发展道路和外交政策的自主决
定，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双方认为，一个和平、稳定、合作、繁荣的南亚，符合各方共同利
益。双方强调，应当通过对话解决本地区所有悬而未决的争议，积极
开展区域合作，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中方赞赏巴基斯坦
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与谈判寻求和平，支持巴
基斯坦为改善同印度关系和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问题所做的努力。
巴方支持中国积极参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有关活动。

双方同意加强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
阿富汗和平与和解进程。中方赞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阿巴和平与团
结行动计划”框架下密切协调，切实加强两国各领域合作。双方认为，中
阿巴三方外长对话为深化三方发展与安全合作、促进阿富汗和平稳定发
挥了重要作用，支持阿富汗年内主办第二次三方外长对话。

双方强调，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按照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
中东地区所有争议。

双方认为，伊朗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多边主义的重要
成果，也是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协商解决复杂问题的良好模式。双
方呼吁各方信守各自承诺，通过对话解决相关问题。双方一致反对
违背国际法原则的单边行径和长臂管辖。

双方重申，支持多边和非歧视性的军控和核不扩散合作，对核
不扩散标准和程序方面长期存在的双重标准现象表示关切，呼吁制
定维护法律权威的政策和长效规则。中方赞赏和支持巴方为巩固
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所采取的措施，支持巴方与核供应国集团开展接
触，欢迎巴方遵守核供应国集团指南的立场。

双方强调，为执行好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决
议，各国都不应将联合国相关制裁机制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政治化。
双方重申，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

双方同意加强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事务上的协调与合作，并
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亚欧会议、东盟地区
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国际和地区机制内保持密切
沟通和协调。中方欢迎巴方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赞赏巴方积
极参与2018年 6月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15份双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伊姆兰·汗总理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并邀请中国

领导人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再次访问巴基斯坦。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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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3日在京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据新华社）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记
者温馨）第四届中俄媒体论坛 4日
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和俄罗斯联
邦政府副总理阿基莫夫出席开幕式
并作主旨演讲。

黄坤明在题为“谱写新时代中
俄媒体合作新篇章”的主旨演讲中
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
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树立
了当今世界大国、邻国、新兴经济

体间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
面向新时代，中国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
放，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旗帜，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一个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中
国，一个持续繁荣发展的中国，必
将为中俄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更加
强劲的动力。

黄坤明指出，媒体是增进人民

友谊、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纽带，中
俄媒体论坛已成为两国新闻领域深
化合作、增进友谊的重要机制化平
台。希望两国媒体把握中俄关系发
展大势，聚焦“一带一路”建设和欧
亚经济联盟对接，全面客观真实地
报道两国情况，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互鉴，拉紧两国民众情感纽带，为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汇聚
强大正能量。

开幕式前，黄坤明会见了阿基
莫夫。

第四届中俄媒体论坛在上海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成都11月4日电 晏志、特
约记者孙绍建报道：11月3日，西藏昌
都市江达县波罗乡白格村“10·11”山
体滑坡点发生二次滑坡，据现场观
测，金沙江水位上涨较快，已断流并
形成堰塞体。

灾情发生后，甘孜军分区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连夜召开救灾部署
会议，分析研判灾情，并命令下游沿
线白玉、巴塘、得荣三县人武部迅速

集结民兵投入抢险救灾。同时，军
分区副司令员宋毅带工作组星夜赶
赴白玉县指导救灾工作，并与地方
应急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白玉县人武部连夜动员民兵
100 余人，由部长扎西泽仁带队组
成摩托车小分队赶往灾情最严重的
绒盖乡，帮助疏散安置受灾群众。
与此同时，该县人武部军事科科长
黄光春带领 20名民兵先遣队队员，

携带救灾物资赶赴堰塞湖现场。
位处金沙江堰塞湖下游的巴

塘、得荣两县人武部紧急集结民兵
270 余人，逐家逐户转移群众。同
时，邻近的德格、甘孜等县人武部也
紧急集结民兵 300 余人，做好支援
准备。

截至发稿时，甘孜军分区已出动
民兵千余人，帮助转移安置群众4000
余名，搬运输送救灾物资2000余件。

金沙江“10·11白格堰塞湖”垮塌处再次塌方形成堰塞湖
沿线人武部千余人驰援一线

东南海滨，海风劲吹。
近日，正在某海湾进行野外

驻训的第 73集团军某旅，结合主
题教育组织“强军故事会”活动。
在一面“抗洪抢险英雄营”的鲜红
旗帜下，合成二营官兵席地而坐，
回望 20 年前那段战风斗浪的往
事……

1998 年那个夏天，我国遭受
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洪水
如猛兽般撕扯着大堤，长江告急、
堤防告急、九江告急！

随着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一声
令下，二营官兵连夜从国防光缆施
工现场，转战至九江大堤。随后的
52个日夜里，二营官兵叫响“人在
堤在”的口号，吃住在抢险一线，先
后排除大小险情 214处，出色完成
了封堵决口、抢筑拦洪堤、抢运石
料等任务，为夺取抗洪抢险胜利作
出了突出贡献，后被中央军委授予
“抗洪抢险英雄营”荣誉称号。

面对滚滚洪流，置身生死考
验，是什么精神支撑着官兵奋不
顾身、一往无前？该旅政委林超
平告诉记者，在他们编写的优良
传统教育读本《血脉·传承》中，记
载着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大堤就是战场，抢险就是打

仗，任务就是命令，时间就是胜
利！”抵达九江大堤的头几日，情况
十分危急，官兵顶着近 40℃的高
温，双脚浸泡在浑浊的泥浆中，顾
不得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争分夺
秒战斗在抢险一线。战士翟冲在
高强度奋战38个小时之后，一头栽
倒在堤上，心跳一度停止。幸运的
是，经过两天两夜的全力救治，翟
冲终于战胜了死神，可没想到他醒
来后的第一句话竟是：“我要回连
队，我要扛沙袋……”

时光如同长江之水滚滚而
逝，但是融入官兵血脉中的抗洪
抢险精神，却历久弥新。

该营下士张震还记得两年前
那个难忘的中秋夜——

2016 年 9 月 15 日，超强台风
“莫兰蒂”登陆东南沿海，该旅驻
地遭受洪水灾害。接到命令后，
二营官兵立即冒雨出动，紧急驰
援灾区。由于受灾点位较多，张
震和战友先后转战数十公里，连
夜完成了 6个点位的群众转移工
作。“一夜的倾盆大雨，洗褪了我
身上的‘骄娇’二气。”张震回忆
说，正是那次抗洪抢险的经历，打
消了他“混两年就走”的想法，坚
定了他苦练本领、保家卫国的信

念。如今，张震已成为全旅有名
的训练尖子，并多次在各级各类
比武中斩获名次。
“越是疲劳越能打，越是艰苦

越向前。”营长陈鑫介绍说，他们
充分发扬营队在抗洪抢险中形成
的“能吃大苦、能耐大劳”拼搏精
神，坚持在训练中把情况设险、把
对手设强、把困难设足。每次战
术演练，他们都坚持开展抗疲劳、
抗眩晕、抗饥饿等课目训练，磨砺
顽强意志；每次战备拉动，都有意
设置集结不利、缺乏后援、供给困
难等“意外情况”，锤炼过硬本领；
每逢参加演习及重大任务，都率
先组建“突击组”，培育血性虎气。

一次，二营参加某重大演
习。在友邻进攻受阻、战局整体
不利的情况下，二营官兵强行军
数十公里迂回“敌”后，从“敌”防
守薄弱处撕开口子，最终扭转战
局。当“抗洪抢险英雄营”的旗帜
插上“敌”阵地制高点后，演习导
调组领导不禁感叹：“他们抗洪是
英雄，打仗是能手！”

上图：该营官兵在“抗洪抢险

英雄营”锦旗前重温战斗故事。

吴 达摄

第 73 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赓续优良传统
不断攻坚克难—

’98抗洪，我们用生命捍卫九江大堤
■朱灿宏 韦旭升 本报特约记者 赖文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