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4要 闻 E-mail:jfjbgjxw@163.com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吕德胜 彭况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成为该组织第143个成员。
世贸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近日在
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总部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强调，作为一个坚定支
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成
员，中国的加入对于世贸组织至关重要。

时隔 17年，罗克韦尔用两个“至关
重要”强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意
义。他说：“让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至关重要，拥有像中国这样坚定支持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
至关重要。”

罗克韦尔强调，中国是多边贸易体
制的坚定维护者，“世贸组织达成的任
何一项协定都少不了中国的支持”。他
举例说，2015年，世贸组织 50多个成员
围绕扩大《信息技术协定》产品范围展
开激烈谈判，中国不仅积极参与谈判，
更在协议最终达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罗克韦尔说，“中国始终是多边贸

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这是
中国‘入世’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

这位时任世贸组织发言人至今仍
清楚地记得，中国入世协议达成后，当
时的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对他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耗时 15 年，
来之不易，愿世贸组织越来越有活力。

罗克韦尔认为，中国“入世”对于中
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有巨大贡献。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尤其是加入世贸
组织以来，让 8亿人脱贫。“这是历史性
的成就，没有别的国家取得甚至接近过
这一成就。”

他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 40 年里
保持了年均约 9.5%的增速，这样的成就
“引人注目”。他同时强调，目前的经济
增速出现放缓是正常现象，基于现在庞
大的中国经济体量，即使 6%的增速也

相当可观。
罗克韦尔还指出，中国在保持自身

增长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作
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2008年的金融
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出现衰退，西方国家
经济纷纷出现缩水，中国在此期间仍保
持开放，对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如果
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如果中国没有
保持自身市场开放，全球经济衰退的后
果可能会更加严重。”他说。

中国愿意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发展，罗克韦尔对此也是深有感触。
他在肯尼亚出差期间看到了中国承建
的蒙内铁路并大加赞赏。他指出，“蒙
巴萨是港口城市，内罗毕则是工商业中
心，将这两大城市连接起来对于贸易发
展十分重要。基础设施对非洲十分必
要，如果非洲国家想提升竞争力，就必
须改善自己的基础设施条件”。

（新华社日内瓦12月11日电）

为全球经济作出巨大贡献
—世贸组织发言人谈中国“入世”17年的积极影响

■新华社记者 凌 馨

据新华社广州12月11日电 （记
者袁帅、徐弘毅）正在中国出席“2018从
都国际论坛”的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10日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中
国帮助联合国实现了千年发展计划的
减贫目标。

潘基文首先谈及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来的成就。他表示，改革开放使数以亿计
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在这一进程中获益的
不仅有中国人民，也有其他国家的人民。

世界银行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在
2010年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中的减贫内容，即在 1990 年水平基
础上将极端贫困率减半。

潘基文说：“如果详细审视数据，这
一目标得以完成，中国功不可没。”

潘基文表示，消除贫困也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
中国领导人表示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我相信这将会极大促进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表示

中国帮助联合国实现了千年发展计划的减贫目标

本报北京12月11日电 杜锦波、

杨邦照报道：中国第 15批赴苏丹达尔
富尔维和工兵分队第一梯队 100名官
兵，今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机前
往任务区，接替第 14 批维和工兵部
队，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这批分队以陆军第 81 集团军某
旅为主组建，设工兵、保障、警卫 3个
中队和一所一级医院，共计225人。

自今年 8月份受领任务以来，该
分队围绕任务区安全局势和任务特
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人员考核选拔、
行前强化训练、应急综合演练、疫苗
接种及物资装箱起运等多项行前准
备工作。

第15批赴苏丹达尔富尔

维和工兵分队出征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10日电

（记者刘晨、朱东阳）美国财政部 10日
宣布制裁3名朝鲜高级官员，称他们管
理的部门涉嫌存在侵犯人权等行为。

美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
说，被制裁的 3名官员为朝鲜劳动党
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朝鲜劳动党
宣传鼓动部部长朴光浩和朝鲜国家安
全部部长郑景泽（音）。

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受制裁者在
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
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财政部宣布

制裁3名朝鲜高官

据新 华 社 北 京 12月 11日 电

（记者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时表
示，中方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其
他国家开展人权领域的对话与交流，
向来都持开放的态度。

据报道，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
德 10日就“世界人权日”发表声明，一
方面承认中国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发展
进步，包括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另一
方面又说不认同各国有自己的人权标

准，并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无端指责。
“我们注意到布兰斯塔德大使也

承认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希望
美方人士也能认真、客观看待中国人
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和促进人权事
业的途径。”陆慷表示，带着偏见是无
法准确认识其他国家并且增进互信
的，以为自己的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是盲目且已经在世界许多地方证
明是失败的，拿所谓人权问题服务于
自己的一己政治目的更是不道德的。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对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开展人权对话向来持开放态度

本报成都12月11日电 赖锐、

特约记者许凌康报道：今天上午，“携
手-201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在四
川成都举行开训仪式。印度驻华使馆
武官、中方联训高级代表、双方参训官
兵参加开训仪式。

中方联训高级代表邝德旺在致
辞时说，这次联训是贯彻双方领导人
共识的一次具体行动，是两国务实合
作在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两军
互访成果在一线部队的具体落实。
这次联训，是 2007年以来中印两军第
7次反恐联合训练，旨在增进了解互

信、巩固以往成果、交流训练经验、探
索方法路子，共同提高联合反恐能
力，不针对第三方。

此次联训将持续 14天，双方参训
官兵将以“中印两国联合打击国际恐怖
组织”为背景，按照适应性训练、混编同
训和综合演练 3个阶段，共同完成“城
镇条件下街区联合反恐作战”课题训
练。联训期间，双方参训官兵将打乱原
有建制，混编成为A、B两个连队，共同
生活、共同训练，互相熟悉彼此的战术
技能、训练方法和指挥程序，以近距离
接触的方式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

“携手-201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开训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官兵正在加奥超级营地南侧执

行阻绝壕挖掘任务，当地少年萨罗拉智看到中国维和军人时，兴奋地跑了过来，用一个“军

礼”来感谢上个月中国军人为他受伤的手部及时进行消毒包扎，机枪手王俊伟进行了还

礼。这感人的一幕，见证着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 刘晓帅摄

敬 礼

暖冬，中越边境广西凭祥市友谊关，
犹如卧龙横亘，紧扼通道咽喉。关楼下，
商贾穿梭，游人如织。

移步关楼里，反映当年周恩来总理
和越南胡志明主席会晤场景的蜡像和布
景，栩栩如生。只是游人不知，在距离关
楼数百米远的地方，正是凭祥边防会谈
会晤站办公所在。自 1952年成立以来，
这个最基层的军事外交机构，见证了中
越“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感情，也见证了
改革开放以来千年雄关的沧桑巨变。今
天，为进一步加深中越两国友好交往，凭
祥边防会谈会晤站继续发挥着独特而重
要的作用。
“始建于两千多年前的友谊关，是中

国历史上的著名关口之一。”会谈会晤站
翻译陈兴玲如数家珍：千百年来，友谊关
历经多次更名与重建，先后取名雍鸡关、
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镇夷关、镇南
关、睦南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1965
年，正式更名为友谊关并且沿用至今，越
方也把相对应的口岸改名为友谊口岸。
中越边境两侧，同时并存两个“友谊”，成
为中越交往的一个历史见证。
“一连串关名的变迁，诠释着这座雄

关要塞和中越两国友谊的历史走向。”陈
兴玲已在站里工作 7个年头，见证了近
年来中越两国两军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
走实的生动局面。
“除了每年 4次定期举行的节庆会

晤和每季度举行 1次工作会晤外，中越
两军临机会晤和交流也在逐年增多，各
项机制日益完善。”随着近年来中越两军
边防部队往来信函和文稿翻译的增多，
陈兴玲经常忙得连轴转。她的案头，摆
着两本厚厚的《越汉辞典》和《汉越辞
典》，她说：“涉外涉边涉军都是国家大
事，字字句句都要精确表达。”
“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交越深。近

年来，随着边境进一步开放开发，涉外涉
边涉军事件日益增多，两军边防部队在经
常化的会谈会晤中，进一步增进了友谊和
互信。”会谈会晤站参谋王建铭介绍，管段
内一旦有涉及边界和国家领土的事情发
生，就需要双方立刻进行信函沟通或者现
地会晤。尽管有时意见各不相同，但最终
双方都能妥善友好处理分歧。

边境线上，小到一个警示牌的竖立，
大到口岸建设，都离不开双方的会谈会
晤，以及现场勘查、测量、标定。这样的
工作需要极为细致地开展，以防止出现
越界修建和影响边界线走向的情况发
生。一次，双方在修建边界拦阻设施时，

由于建筑工人不了解边境线走向，施工
中一度出现了越界或与边界重合的情
况。会谈会晤站发现情况后，积极协调
越方及时进行会晤，很快恢复了地段原
貌。

作为山水相连的邻邦、志同道合的
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富仲
总书记的有力引领下，中越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势
头。对此，会谈会晤站官兵深有体会。

随着中越两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原来的口岸通道已经难以承载边境地区
日益频繁的商贸往来。2015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计划扩建友谊关口岸，将
人行通道和货运通道分离。为此，双方
对应货运通道布局也需要进行调整。王
建铭告诉记者，这其中的许多工作，都是
由会谈会晤站和越方对应机构进行磋商
完成的。

在中越双方不断往来的信函交流、
一次次会谈会晤中，凭祥边防会谈会晤
站和凭祥市外事办成为友谊关口岸扩建
工程的沟通交流纽带和桥梁，协调着我
方几十家涉边单位和对方的会谈会晤机
构。王建铭清楚记得，那一年，双方的会
谈会晤工作人员，不是在现地参加会晤，
就是在翻译文稿文书。在口岸扩建过程
中，涉及双方国家利益时，尽管双方也有
过多次争执，但最终都依靠互谅互信和
友好协商，赢得了彼此的尊重与理解。
直到整个口岸扩建工程完成，双方的交
流始终在坦诚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彼此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中越边境广西段新一轮扫雷行动自
去年 11月启动以来，排雷官兵需要在边
境雷区进行爆破作业，偶有雷场爆破震
裂边民房屋的情况发生。王建铭作为联
络员，次次都是主动联系对方会谈会晤
机构，积极沟通协调进行补偿，不仅得到
了对方边民的谅解，也得到了对方的高
度赞许：“中国人民，够意思；中国军人，
好样的！”

如今的友谊关口岸，得益于“一带一
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以及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持续升级，各项建设发展都
步入快车道。

今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中越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 10周年之际，
中越两军第五次边境高层会晤又先后在
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和越南高平省高平市
及相关口岸地区举行。双方均表示，中
越两军连续 5年举行边境高层会晤，谱
写了双边合作的生动篇章。

中越两军在边境地区交流合作的深
入，使两国边境线变得更加安宁，这也为
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会谈会晤站官兵表示，随着中越两军边
境高层会晤机制日益成熟和不断拓展，
以及一系列交流活动的深入开展，中越
两国两军的友谊将更加稳固，必将不断
推动边境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快速发展。

上图：中越两军官兵开展联合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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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和两个伙伴一起来到中国
留学。走出宏伟的首都机场航站楼，看
到宽阔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一派欣欣向
荣的繁华景象，我们深受触动。

我知道，中国以前并不富裕，但是改
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一座座漂亮的大都市建了起
来，老百姓的口袋也鼓了起来。我很想
知道：中国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经过一年的学习生活，我觉得，中
国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勤劳的中国人民。有一段时间，
我所在的宿舍楼附近的一条马路正在
施工。下午我经过那条路时，看见工人
们顶着太阳，在辛劳地施工；后来下大
雨了，我惊讶地发现，工人们还在冒雨
工作。短短一年间，像这样的事情我不
止一次遇见。原来，以前在电视上看到
的中国那些迅速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都凝结着勤劳的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汗
水。

我一开始还不太明白，中国人为什
么能如此勤奋地工作？有一回坐出租
车，在与司机师傅闲聊时，我忍不住问出
了这个萦绕心头已久的疑问。司机师傅

笑着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目
标，都希望国家更富强、生活更美好，伟
大的民族精神凝聚起了中国人民，鼓舞
着大家努力奋斗、顽强拼搏。

其实，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
族不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呢？可是在
一些国家，分属于不同阵营、不同派别的
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忙着抗议、争斗，许
多精力和资源都在扯皮中白白消耗掉
了。

我注意到，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共
产党团结而富有号召力，领导着中国人
民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
有很好的各项制度，可以调动各方资源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你们的一大优
点。同时，中国的领导人在作决策时，总
会通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不同方面
的意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大家都为
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便可以生发出巨大的力量。

我认真读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
本书。通过这本书，我不仅更深刻地理
解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的秘诀，还
发现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政策，比如“一
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与我的祖
国津巴布韦息息相关，津巴布韦的很多
基础设施建设都得益于这项倡议。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能实现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让
沿线国家都获得发展，民众都过上更美
好的生活，这让我很期盼。

我热切地希望，津巴布韦能够搭乘
中国的“快车”，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善的目标。现在，我正认真探究中国的
发展秘诀，就是希望日后回国，能够借鉴
中国的经验，为我的祖国津巴布韦作出
一点贡献，同时也为津巴布韦和中国的
友好事业尽一份力。
（作者系空军航空大学学员，本报记

者李莞梅、通讯员张武刚采访整理）

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便可以生发

出巨大的力量—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塔万达（津巴布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