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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后，我被中国改革开放
的成就震撼到了。高楼大厦林立，基
础设施完善，科学技术发达——中国
不愧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发展了
自己，也造福了世界。比如，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马尔代夫就从中
受益颇多。

在来中国之前，就是今年 8月 30
日，我在国内参加了中马友谊大桥的
通车仪式。这座桥连接马尔代夫首都
马累和机场岛，是我们国内第一座跨
海大桥。绚丽的烟花齐放那一刻，我
们不少人都高兴得流泪——在中国人
的帮助下，马尔代夫人多年的“大桥
梦”终于实现了！

其实很多年前，马尔代夫就提出
了建设马累-机场岛大桥的设想，但
是受技术和资金限制，建设计划一再
搁置。后来，只是在机场岛与胡鲁马
累岛之间填海造路，但胡鲁马累岛和
马累之间的水域海况十分复杂，施工
难度极大。多年以来，两地之间往返
只能依靠摆渡船，遇到恶劣天气，无
法按时到学校或上下班是常有的
事。我父亲今年 60 多岁了，他之前
一直说，什么时候马尔代夫能够修一
座跨海大桥就好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中国人用了不
到 3年时间就让他结束了等待。大桥
通车后，我曾骑摩托车带着他在大桥
上兜风，一边吹着海风，一边欣赏沿途
的风景，那种感觉很爽！

胡鲁马累岛在马尔代夫被称为
“青年城”，它的面积至少比马累大 3
倍。大桥的通车不仅使马累居民到
胡鲁马累岛上的公园、海滨沙滩游
玩时更加便利，也使岛上餐厅的生
意越来越兴隆。现在，大桥两侧正
式开通了公交线路，有 9辆崭新的公
交车往返于大桥两端，每天有 52 个
班次，最多能运送乘客 7000 人次。
听说，这条公交线公交车的数量很
快要增加到 22 辆，到时人们来往就
更方便了。

中国人不仅帮马尔代夫圆了多年
的“大桥梦”，还在其他方面给我们提
供了许多帮助。

我至今还记得，中国海军“和平方
舟”医院船 2013 年访问马尔代夫时，
向当地民众全面开放，提供免费的医
疗服务，受到普遍欢迎。我当时负责
医院船的安保工作，上去参观时发现
各种医疗器材一应俱全，各种诊疗服
务丰富完善，不愧是一座“移动的医
院”。

当时，医院船上的医务人员除了
提供贴心的医疗服务外，还向当地
居民介绍了针灸、中医药等中国传
统医学知识，增进了彼此间的了
解。目前，在马尔代夫有两个专门
提供中医诊疗服务的医学中心，很

受欢迎。
这次能够来中国学习，我感觉很

开心。相比以往，大家现在来中国
学习的积极性更高了，这一方面是
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教育水平等
提升得很快，我们想多向中国取经；
另一方面是中国提供的机会越来越
多，我们来中国学习的渠道也越来
越顺畅，希望这种好势头能够一直
保持下去。
（作者系海军指挥学院学员、马尔

代夫海岸警卫队官员，本报记者张文
文、通讯员韩志豪、沈抒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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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白云，一望无际的蓝天下，五
星红旗迎风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巴克
图会谈会晤站矗立于此。举目眺望，青
山逶迤，不远处的国门两侧“弘扬中哈
人民友谊，共创两国美好未来”的标语
格外引人注目。

巴克图会谈会晤站始建于 1953
年。65年来，一代代官兵重感情、讲诚
信，倡包容、求共赢，边境管理规范而
有序。
“有效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稳

定，是我们的重要职责。”会谈会晤站站
长黄卫说，从 2009年起，中哈双方开始
实施“肩并肩 手拉手”联合管控边境行
动，每月组织双方成员和执勤组，对重
点地段实施联合管控，探索了联合巡
逻、联合搜索、联合演练、联合抓捕的行
动模式。近年来，双方还互相邀请对方
官兵参观哨所，切磋执勤技能，观摩封
控演练，交流边境管控经验做法，有效
提高了边防管控能力。
“常见面，勤走动，多为对方解难

事。”会谈会晤站翻译张军深有感触地
说，中哈双方官兵就像兄弟一样，彼此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次，在塔尔巴
哈台山方向，哈方接到了一名牧民丢失
37匹马的报告，随即通过会谈会晤请求
中方协助查找。中方边防机关寻找了
十几天后，终于找到了马群，随即约请

哈方展开现地会晤，当面进行移交。面
对失而复得的马群，哈方代表助理哈力
克有了疑问：“丢失的是 37匹马，为什么
回来了 38匹马？”张军解释道：“因为这
期间一匹母马产下了小马驹，所以要把
38匹马一同移交给你们。”听闻此言，哈
力克和哈方其他人员连连称赞。

2014 年 8 月，为打击跨国盗畜，会
谈会晤站积极与哈方协调，及时举行由
双方相关人员共同参加的现地会晤，当
面了解牧主失窃案件的相关情况。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哈联手破获了一起
跨国盗畜案件，追回被盗牲畜 31头，为
中方牧民挽回经济损失十余万元。

在此基础上，中哈双方又持续开展
了“塔山搜索”联合行动，每月集中 5天
时间，对各自境内 5公里范围内人畜活
动情况进行搜索排查，及时掌握并相互
通报抵边人畜分布及活动情况……这
一系列联合行动收效非常明显，此后再
未发生过跨国盗畜事件。

边防无小事，边情无小事。在一次
巡逻中，中方发现哈方 139号界标附近
有疑似人员越界的重大边情，由于各种
原因，中方发出会晤联络请求 2小时后，
双方才举行会晤。尽管最终成功阻止
了涉外事件的发生，但事后双方都在思
考，如何建立快速会晤机制。

今年 4月，经过多次协商，双方一致

同意设立应急联络点，建立应急联络机
制，确保遇到重大情况直接快速联系对
方，第一时间相互通报情况，最大限度
缩短会晤联络时间。

今年 8月 14日，中方发现 204号界
标哈方一侧发生荒火且有越界可能。
为阻止火势蔓延，中方立即发出应急
联络信号，邀请对方进行会晤并互通
情况。随后，双方同步采取措施，使火
情得到有效控制。哈方代表感慨地
说，正是因为双方建立并启动了应急
联络机制，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边境
安全。

会谈会晤站所在的新疆塔城军分
区政委申峰告诉记者，近年来，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中哈边防会谈会晤工作不
断取得新进展，会谈会晤层次增多、种
类增多、人员增多，进一步增进了双方
的友谊与互信。

朋友越走越近，亲戚越走越亲。会
谈会晤站站长黄卫动情地说，这些年
来，中哈两国边防军人在合作中加强友
谊，在友谊中加强合作，不是兄弟胜似
兄弟。我们坚信，通过两国边防军人的
共同努力，一定能给唇齿相依、休戚与
共的中哈关系添砖加瓦，共同书写中哈
世代友好的新篇章。

下图：中哈边防官兵在会晤时互致

敬意。 郭发海摄

有效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是会谈会晤站的重要职责。地处中哈边境的巴克图

会谈会晤站，与哈方共同创造了联合管控边境新模式—

巴克图：“肩并肩 手拉手”共筑平安边境线
■本报记者 孙兴维 李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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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 12月 15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处
发言人斯特日若夫斯基 15日说，俄方
已向联合国大会就保留《中导条约》递
交决议草案。

俄罗斯《消息报》15日援引斯特日
若夫斯基的话报道，美国擅自启动暂
停履行《中导条约》进程，将该条约未
来置于威胁之中。俄方于 14日向联
合国大会就保留《中导条约》递交决议
草案，呼吁各方履行条约职责并通过
条约中所规定的机制解决现有问题。

斯特日若夫斯基说，俄方高度重
视保留《中导条约》，认为停止履行该
条约将会严重破坏防止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扩散和军备控制国际机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月 20日以俄
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以及该条约
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为由，宣布美国
将退出《中导条约》。此后俄罗斯向联
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和国际安
全委员会）就维持和巩固《中导条约》
提交了决议草案，但因流程问题未通
过10月的审议表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2月 4日在布
鲁塞尔表示，除非俄罗斯恢复全面履
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在 60天后
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俄罗斯总统普
京 5日表示，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中
导条约》，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俄罗
斯反对《中导条约》遭到破坏，如果美
国退出该条约，俄方将予以回应。

俄向联大提交保留《中导条约》决议草案

12月 15日，美

国波音公司与中国商

飞在浙江舟山共同设

立的波音舟山737完

工和交付中心正式交

付首架飞机，中国国

际航空公司接收了这

架飞机。

据了解，这架交

付的飞机为 737MAX

8机型，首先在美国

华盛顿州伦顿工厂进

行组装，之后在舟山

工厂进行完工。图为

交付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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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源自东方的强大正能量，在过
去的 40年间，持续助推世界发展的车轮
滚滚向前。

这股正能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伟大创举。

发端于 1978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
中国发展的“人间奇迹”，也成为世界发
展进程中的耀眼篇章。

激发世界经济新活力

1979年 8月，美国外交官傅立民到
访中国。他在北京街头散步时看到有
人卖汤面，就问卖面的人：“你是哪个单
位的？”对方回答：“我是个体户。”

这是傅立民第一次听到“个体户”
这个词。他当时就意识到，一场史无前
例的革命正在中国开启。

40年来，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的活
力之泉尽情喷涌，也让世界经济的海洋
澎湃激荡。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

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人民张
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
‘快车’、‘便车’”……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多个场合向世界传递开放共享的鲜
明信号。

对世界经济来说，占世界人口约五
分之一的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
重大贡献。从 1978 年到 2017 年，中国
经济年均增长 9.5%，增长速度和持续时

间都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 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强劲动力源和稳定之锚。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国经济
增长中获得巨大机遇。

中国不断加大对非洲、拉美等地区
国家的进口，还通过“走出去”战略加大
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有力推动了
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

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捍卫
者。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冲击多
边合作的当下，中国作为世界上 100多
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坚定不移走
改革开放之路，高举贸易自由化旗帜，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40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巨大推
动举世公认，国际社会交口称赞。

催生全球治理新气象

1976 年 6 月，波多黎各首府圣胡
安。美、英、法、德、意、加、日组成的七
国集团召开第一次峰会，就重大国际问
题展开讨论并作出决定。此后，西方主
要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国际秩序。

斗转星移，40多年弹指一挥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布宜诺斯艾利

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引导性
讲话。成立于 1999年、包括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在全球
治理格局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已远超
七国集团。

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全球治
理平台的变化，折射了国际力量对比的
变化。如今，西方国家内部遭遇政治经
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陷入困境，而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势不可当。

在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背后，是中
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进步。

随着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中国国际
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不断上升，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地位的历
史性变化，使中国得以更有效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

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新型国际
关系”“正确义利观”“新发展观”“新安
全观”“全球化观”等新理念。这些理
念，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反映当代
国际关系现实。

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一
倡议已得到 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支持和参与，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
际合作平台、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从金砖国家到上海合作组织，再到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积极推动
建立多个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为主体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不断补强南
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短板。

启迪全球发展新路径

40年风雨兼程，40年接力奋斗，中
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向世界其他国
家展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发
展道路，给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带来深刻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舆论不时有声
音怀疑中国发展道路能否成功。但事
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
展奇迹昭示：西方发展模式并非通向现
代化的唯一路径，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
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适应本国历史和
国情的发展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

道。”“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
药，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
式。”习近平主席形象深刻地这样论述
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终结了福山的“历
史终结论”，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
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
供了全新思路。

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改
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
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中
国将携手世界，向着美好未来一道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记

者包尔文、柳丝、张伟、杜静、凌朔、黄堃）

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耀眼篇章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全球意义

新 华 社 科 伦 坡 12月 15日 电

（记者朱瑞卿、唐璐）中国援建斯里兰
卡军事学院办公教学综合楼交接仪式
15日在斯中部城市迪亚特拉瓦举行，
斯总统西里塞纳、中国驻斯里兰卡大
使程学源为大楼揭幕，斯陆军司令森
纳那亚克、中国军事代表团和斯军高
级将领等共150余人参加仪式。

斯军事学院院长塞纳拉特纳致辞
说，斯中友谊深植两国人民心中，衷心
感谢中国为斯军建设这座珍贵、精美
的建筑，这座综合楼将为斯军事人才
培养发挥重要作用。综合楼设计成斯
国花睡莲形状。它的建成进一步加强
了斯中两国、两军友好关系。

程学源说，中国与斯里兰卡是好
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无论世界风云
如何变幻，两国始终相互支持，相向而
行。斯里兰卡军事学院办公教学综合
楼将成为两国、两军友谊的又一象征
和见证。在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两军关
系保持稳定和长足发展，成为两国关
系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

斯里兰卡军事学院办公教学综合
楼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是中国援助斯
里兰卡的首个军事工程项目。项目于
2014年10月动工，建设、设计、监理单位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防工
程研究院，施工单位为云南建投集团。

中国援建斯里兰卡军事学院综合楼项目举行交接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