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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松翠柏下，一座雄伟的石砌高塔
耸立在朝鲜首都平壤市区牡丹峰麓。
其挺拔伟岸的英姿，令每一位从旁经过
的人都肃然起敬。这便是为纪念中国
人民志愿军英烈的丰功伟绩而修建的
中朝友谊塔，是两国友谊的一座丰碑。

中朝友谊塔建成于 1959 年，并于
1984年进行了扩建。塔身由 1025块花
岗岩和大理石砌成，象征中国人民志愿
军于 1950年 10月 25日赴朝作战。不久
前，朝方又对友谊塔进行了修葺，并在塔
前石阶下方左右两侧新增了两块石板，
标上了“1950”和“1958”这两个中国人民
志愿军入朝参战与班师回国的年份。

谈起中朝友谊塔，平壤市一所中学
的教师金相国感慨良多：朝鲜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志愿军奉献出的鲜
血和生命。“我经常路过友谊塔，每次经

过都很有感触。”
金相国说：“中国在朝鲜人民心目

中有着特殊地位，我们把中国人民看作
血脉相连的亲人和家人。”

金相国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朝鲜
战争的老兵。他告诉记者，从他父亲的
口中他听到过许多有关中国人民志愿
军赴朝作战的英雄事迹，“也由此明白
了，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朝中
两国一定会携手共进”。

他说：“作为平壤市的一名中学教
师，我也会教育朝鲜的年轻一代传承和
发扬朝中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我
坚信，未来朝中关系会取得更大发展，
这不仅是我个人，也是所有朝鲜人民发
自肺腑的共同心声。”

91岁的李东三老先生则亲身参加
过上世纪 50年代初的那场战争，他对当

年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战斗的往事
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他和中国战友
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永生难
忘。指着不远处的友谊塔，老先生连声
说：“朝中友谊，万古长青！”

友谊的丰碑高耸在山麓，更扎根在
朝鲜人民的心里。在平壤街头、餐厅或
商店，正在学习中文的年轻人有时会主
动跟中国人打招呼和攀谈。来朝旅游
的中国人也感受到朝鲜服务人员发自
内心的友善，尽管有时存在语言沟通问
题，在风俗习惯上有差异，但这并不影
响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

朝鲜中央电视台近日在黄金时段
分别播放了中国影片《建党伟业》和《建
国大业》，让朝鲜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去年，朝鲜中
央电视台还播放了《毛岸英》等中国电

视连续剧。
当前，朝鲜各界正全力贯彻落实新

战略路线，积极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他们渴望学习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成功经验，而加强两国间的务
实合作和友好交流，也成为朝鲜民众的
普遍呼声。

走过 70年辉煌历程的中朝关系已
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焕发出新的生
机活力。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
闻》在 22日刊发的一篇评论中说，“根深
之树不动于风，源深之水不会涸竭”。
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民意基础以及不断
被赋予新内涵的中朝友好关系，也必将
如同根深蒂固的大树和源源不断的深
泉一般，枝繁叶茂、永世长存。
（新华社平壤6月23日电 记者程

大雨、江亚平）

友谊塔下话友谊

据新华社柏林 6月 22日电

（记者任珂、张远）德国总理默克尔22
日说，国际社会应合作为伊朗和美国
之间的紧张局势寻求政治解决途径。

默克尔说，海湾局势将成为下
周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一个
话题，德国将努力推动事情朝着政
治和外交途径解决的方向发展。

默克尔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企图
将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
家。她说，如今在一些地方，不信任
甚至成为政府的政策。如果没有信
任作为基础，国际政治将不会成功。

默克尔呼吁政治

解决美伊紧张局势

据新华社柏林 6月 23日电

（毛竞）德国《星期日世界报》23 日
报道，目前有 160 多名德籍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成员下落不明，其中
多数人或已死亡，不排除个别人可
能隐姓埋名潜逃。

据统计，迄今有约 1050名极端
分子从德国前往叙利亚或伊拉克加
入“伊斯兰国”，其中三分之二拥有德
国国籍，三分之一已经回到德国。约
220名从德国前往加入“伊斯兰国”
的极端分子已在武装冲突中死亡。

德籍“伊斯兰国”成员

160余人下落不明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23日电

（记者栾海）据俄罗斯媒体 22日报
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说，俄不会
放弃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

普京还说，俄制定了一整套开发
远东包括南千岛群岛的计划，“我们将
发展远东地区的经济和基础设施”。

本月 20 日普京在电视直播节
目“与普京直接连线”结束后说，他
愿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就签订
和平条约等问题进行对话。

普京说俄罗斯不会

放弃南千岛群岛

近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遇到一些
困难。然而两国地方政府和民间交流
非但没有停滞反而保持活跃局面，揭示
出中美合作互利共赢的实质。

纽约州参议院近日通过决议，将今
年 10月 1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定为“中国
日”，并将今年 10月的第一个星期设立
为“华裔传统周”。

近期，中美省州长论坛、中国—加
州经贸论坛、中国—犹他州经贸投资
论坛、“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等一系列
交流活动在美各地举行。出席论坛者
无论是地方官员、企业负责人还是专
家学者，无不强调保持中美两国友好
交往的重要性，期待早日解决困扰两
国关系的经贸问题。肯塔基州州长马
克·贝文引用中国典故“愚公移山”来
表达消除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阻力的
决心。华盛顿州副州长塞勒斯·哈比

卜对渴望加大与中国的联系更是直言
不讳：“美国哪个州能促进同中国的商
业往来并扩大人文交流，哪个州就会
越来越好。”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州长等地方官
员在中美经贸和双边关系问题上少以
党派划线，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
人，都对中美关系回到正轨持欢迎态
度。与首都华盛顿的一些人相比，他们
最大的不同是对合作的好处看得更清：
谈论最多的是哪个投资项目可以增加
多少工作岗位，哪个合作项目可以让本
地的产品卖出好价钱。

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的互补性让
美国地方政府看到了合作的机会。密
西西比河流域湖汊密布，被视为入侵物
种的亚洲鲤鱼疯狂繁殖，而当地人却不
吃。如此困境令地方政府十分头疼。
今年四月，六家中国企业在肯塔基州投
资建设亚洲鲤鱼产业园，全部投产后每

年将捕捞 2000 多万磅亚洲鲤鱼，加工
成熏鱼、鱼丸、鱼干等出口到中国。该
项目不仅将减轻亚洲鲤鱼对当地的生
态危害，还能创造就业，当地政府喜出
望外。

在中美经贸关系遭遇寒潮的情况
下，麦克·诺斯今年在中国陕西投资成
立了镁产品贸易公司。诺斯熟悉中国
文化，对“乒乓外交”等中美友好故事如
数家珍。他坚信中美经贸摩擦将得到
解决，两国关系将重回正轨。

诺斯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地方政界、
商界很多人的看法。互利合作是中美
关系的本质属性和人心所向。倾听民
意、顺应民心是大势所趋。当华盛顿对
来自地方和民间的正确声音入耳入心，
并顺势而为的时候，中美经贸摩擦中的
问题将能迎刃而解。
（新华社纽约6月22日电 记者徐

兴堂）

地方交流活跃揭示中美合作互利共赢实质

日前，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

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再次抛出“强

制技术转让”“网络黑客攻击”等陈词滥

调，还表示“知识产权盗窃正是美国政府

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的主要原因”。

再过几天，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

晤。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美国一些人

又出来散播谬论、制造杂音，不利于双

方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

纳瓦罗曾在其代表作《致命中国》

中，对中国进行污蔑，被媒体称为“鹰

派中的鹰派”，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多次

扮演不光彩的“搅局者”角色。去年5

月与11月双方谈判前，还有去年12月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他都曾发表

强硬言论攻击中国。就在两国元首将

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前夕，纳瓦罗又

对中国泼脏水，并且放言：我们要么得

到很多，要么没有。

从纳瓦罗的一系列言论中，人们不

难看出，以臆想代替事实、以情绪代替

理性，正是美国一些人的思维习惯。纳

瓦罗们罔顾事实真相，无视国际贸易运

行的规律和规则，而是陷在唯我独尊、

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中，给中国罗

织“盗窃知识产权”等“罪名”，大肆炮制

“中国威胁论”耸人听闻。这些偏激的

做法不仅荒谬，而且危险。

中方《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

立场》白皮书明确指出，历史和事实充

分证明，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

成就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而是通

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得来的。

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已

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适应中国

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重视发挥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取得

显著成效。2018年，中国提出的发明

专利申请达到150多万件，已经连续8

年名列世界第一；中国支付的知识产

权使用费已达到356亿美元，比2001

年增长了近19倍；中国向美国支付的

知识产权使用费达到86.4亿美元，占

中国购买知识产权总额的将近1/4。

事实最有说服力，公道自在人

心。对于一些人炒作中国知识产权问

题，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

蒂芬·欧伦斯就公开表示，这里面存在

一系列纯属夸大的事情，一些人所做

的就是“妖魔化中国”。在2019中国

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更是

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的非凡成

就表示祝贺，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知

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典范。

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缺乏事

实依据，完全站不住脚。美国一些人

一再把这些谬论拿出来抛售，企图混

淆视听，注定不会得逞。少制造噪音

杂音，多为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创造必

要条件和氛围，才是务实而有建设性

的态度。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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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曼谷6月23日电 （记者
杨舟、汪瑾）第 34届东盟峰会 22日至 23
日在轮值主席国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泰
国总理巴育 23日在本届东盟峰会新闻
发布会上说，东盟各国领导人在本届峰
会上一致同意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谈判于年内完成。

巴育指出，今年完成“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有利于东盟处理与
重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等问题。

他同时表示，东盟希望中美尽快解决贸
易摩擦问题。

2012年 11月，第 21届东盟峰会上，
东盟 10国和 6个对话伙伴国澳大利亚、
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的领导
人宣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谈判。16个谈判方涵盖人口超过 35
亿，占全球的近 48%，国内生产总值占全
球的比例超过 31%，外贸总额占全球的
将近28%。

东盟峰会与会领导人同意推动RCEP谈判于年内完成

前不久，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开

始生效。自贸区有望于7月7日正式启

动，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

截至5月底，非盟55个成员国中，除

尼日利亚、厄立特里亚和贝宁三国外，已

有52个成员国签署协议。据相关机构

测算，如果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也

加入这一协议，未来五年非洲内部贸易

将可能增长50%以上。如果非盟55个成

员国最终全部签署协议，将形成一个覆

盖12亿人口、经济总量达2.5万亿美元、

全球最大的自贸区。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非

洲经济转型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开启了崭

新的机遇之窗，有助于推动非洲内部贸

易往来、优势互补，促进非洲国家工业化

和经济多元化，提升非洲在经济全球化

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非洲区域内贸易比重偏

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数据显示，

目前非洲区域内贸易仅占其贸易额约

16%，远低于世界其他区域水平。自贸

区成立后，非洲各国间将逐步取消90%

的商品关税，到2022年，区域内贸易额

将比2010年提高52%，如果非关税壁垒

同时减少，域内贸易额则有望提升一倍。

在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的同时，

自贸区建设也将推动非洲国家工业化进

程。在自贸区协议框架下，非洲国家将

采取联合行动发展域内经济，有助于域

内商品、服务、资金、人才自由流动，实现

区域间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分配和利用

效率。与此同时，自贸区建设所孵化出

的巨大市场，将进一步激活区域内工业

特别是制造业活力，加速生产、服务多样

化和工业化进程，从而改变非洲以往过

度依靠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产品的经

济状况。

非洲是一片“希望的大陆”，当前全

球经济低迷，非洲自贸区建设不仅将助

力非洲经济发展，也将使其全球贸易伙

伴受益。较低的劳动成本、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便利的过境贸易区位，一直是吸

引域外国家投资非洲的关键。而非洲巨

大单一市场的形成，以及投资和营商环

境的改善，将吸引更多域外企业和投

资。有分析认为，建立非洲自贸区将有

助于更多非洲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而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将不必同每个非洲

国家单独协商贸易协议，促进生产要素

在世界各经济体中高速流通。

前景是美好的，而挑战也不容忽

视。当前，一些非洲国家政治和经济形

势不稳定，使得一些国际投资者很难下

定决心进行大规模投资。而且，非洲各

国发展状况差异明显，较高的贫困率和

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对推进非洲一

体化进程构成了不小的挑战。此外，非

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尚未签署这一

自贸协议，也从侧面反映出相关国家就

自贸区建设仍存在分歧。

路虽远，行则至。非洲大陆自贸区建

设需要各方勠力同心、聚同化异，稳扎稳

打地逐步推进。而国际社会也乐见一个

团结的非洲稳步向经济一体化迈进，为开

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信心和动力。

自贸区助力“希望的大陆”
■孙 琦 柯永忻

“各点位是否准备完毕……排爆
手，起爆！”

近日，第 22批赴刚果（金）维和工
兵分队圆满顺利地执行了第 4次报废
弹药销毁任务。硝烟和爆炸声中，分
队副指挥长安小平身姿是这般坚毅。

在安小平看来，多销毁一颗弹药，
刚果（金）的土地上就会多一分和平。

安小平先后参加了中国第 13批、
第 19 批、第 22 批赴刚果（金）维和任
务，3次荣获联刚稳定团司令嘉奖，被
联合国授予维持和平行动一级、三级
勋章。

2011 年，安小平所在单位首次整
建制派遣维和官兵。安小平作为支援
中队中队长随第 13批维和工兵分队奔
赴刚果（金）。
“当时武装冲突不断，经常是闻着

硝烟入睡，听着枪声醒来。”回忆起第一
次来到任务区的情景，安小平感慨地说。

在一次完成施工任务的返回途中，
官兵们遭遇当地人游行，工程车辆被数
千人围得水泄不通，场面十分混乱，极
有可能有武装分子乘机制造事端。

“子弹上膛，车内待命。”安小平果
断下达命令。随后，他带部分官兵下
车疏散游行人群，车队最终得以顺利

通行。
参加第 19批维和任务期间，安小

平作为分遣队副指挥长曾带领 28名官

兵，前往离主营区 400余公里的卢马尼
亚执行施工任务。当时，面对突降暴
雨、通信失联、给养中断的突发情况，他
科学分配调度，保证了战友们的安全。

维和战场，他是铁骨铮铮的硬汉；
内心深处，家人永远是他最柔软的一
块。

2012 年 3 月，安小平完成首次维
和任务回国后不久，他的父亲病逝。
弥留之际，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儿子，
我知道你是为国家执行任务，我为你
感到自豪。”
“还有 4个月回国，接下来的路依

然会很艰苦。”面对当前刚果（金）埃博
拉肆虐、暴乱冲突频发的局势，安小平
说：“我会一如既往冲在前面，坚决完
成各项任务。”

左上图：中国第19批赴刚果（金）

维和部队授勋仪式后，安小平与联刚

稳定团南基伍旅旅长握手交谈。

资料照片

副指挥长安小平—

三赴战地为和平
■李志强

近日，中国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成功救治一名在车祸中严重受伤的联马团雇员，精湛的医疗水平和细心的服务态度，得

到被救人员的衷心点赞。 张其国摄

蓝 盔 先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