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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和平鸽！”国庆刚过，北京
蒲黄榆第一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们来
到军事博物馆，参观“为了和平 走向
世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国际军事合作成就展”。在
“注重务实合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
的展板前，一个小女孩面带笑容举起
右手敬礼拍照留念。

和平就像一颗种子，悄悄在孩子们
心灵的土壤上扎根发芽。
“和平使命”“和平号角”“和平方

舟”……在展馆里，“和平”二字随处可
见。为和平而来，始终是中国军人放眼
全球、呼吸世界八面来风时，所秉持的
根本追求。

崇尚和平，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展览中尽见中国军队推动世界和地区
和平的有力举措。由中国倡导成立的
上海合作组织，日益成为具有广泛影响
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从 2005 年开始，
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和平使命”系列联
合军事演习已多次举行，对地区内外的
恐怖势力和极端组织形成有力震慑，在
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为维护地区安
全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上合组织展板上，我军军乐团列队演
奏的照片引人注目。“和平号角”军乐节已
成为深化和拓展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
增进成员国军事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嘹亮的军乐壮军威士气，吹响了上合组织
各成员国携手并肩共赴和平使命的号角。

战鹰腾空，铁甲呼啸，一幅幅联合
演训的照片让人印象深刻，生动记录了
中国军队对外交往始终顺应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潮流。在展览第三部分“聚焦
打赢，强军胜战”展板上可以看到，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连续三
年举行了“和平友谊”系列联演。2018
年，随着泰国的正式参演，该系列联演
由双边拓展为多边。

2002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两
国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这
是我军第一次与外国军队联合举行实兵
演习。今天，秉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
增进各国军队间了解及友谊的原则，参
加或主办双边、多边、多军种、多层次的
联演联训联赛，进行军事互访等，已经成
为中国军队对外交流合作的“常态”。

展柜里一艘身披红十字的“大白
船”模型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这

是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从 2008
年入列至今，和平方舟医院船已执行 7
次“和谐使命”任务，航迹遍及 3大洋 6
大洲，到访 40余个国家和地区，为 23万
余人次提供了免费诊疗服务。

这艘船上的故事数不胜数，让人印
象最深刻的要数“和平宝宝”了。2017
年 9 月，首次环非洲访问的“和平方
舟”，停靠在塞拉利昂弗里敦港。一位
情况危急的孕妇被送上了船，经过手
术，母子平安。这是这艘医院船入列后
迎来的第 6个新生命，孩子的父母也因
此给孩子取名“和平”。

中国军队积极参加国际灾难救援和
人道主义援助。西非埃博拉、尼泊尔地
震、印尼海啸……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
中国军人的身影。就在今年8月，中国和
老挝两军“和平列车”医疗队再次紧急从
联训转向救援实战，全力救护突发灾难中
的伤员，受到两国人民高度赞誉。事件中
留下的珍贵瞬间也都陈列在展板上。

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是世界
的机遇和福祉。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
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

习主席指出，我们要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
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和平与发展的阳光普照全球。
“和平就像阳光和雨露，有了阳光

的温暖，雨露的滋润，万物才能茁壮成
长。”在和平方舟医院船展板前，讲解员
这样告诉来参观的小学生。

为了和平、走向世界，中国军队一
路走来，留下坚实的足迹。

2007 年，我维和工兵部署苏丹达
尔富尔之初，曾为极度缺水的当地钻探
水井，缓解用水紧张。每当水井打通，
清水喷涌而出的时候，各国维和官兵与
当地孩子总是围在一起共同庆祝。这
样的场景被画家描绘下来悬挂在展厅
内，并将这幅油画命名为《和平之泉》。

是啊，和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
滋润着发展中的世界。中国军队必将
以更加开放、自信和积极的姿态，为世
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
上图：小学生在展馆参观。

本报记者 刘化迪摄

流向远方的“和平之泉”
■本报记者 张 丹 刘化迪

走向世界的和平印迹①

世界太平、共享大同，是
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不懈
追求；合作共赢、美美与共，
是中华民族走进新时代的天
下情怀。“为了和平 走向世
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国际军事合作
成就展”在军事博物馆展出，
10 月 2 日起对社会开放，引
发热烈反响。展览充分展现
了中国军队国际军事合作的
光辉历程，体现了中国军队
崇尚和平、守护安全的不懈
追求。从今天开始，本报开
设“走向世界的和平印迹”专
栏，通过这个展览，透视中国
军队为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
贡献。

——编 者

本报贝鲁特 10月10日电 特约
记者黄世峰报道：中国第 18 批赴黎维
和医疗分队 3名队员，10日被联合国驻
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司令部医
疗处授予医疗嘉奖。

据了解，联黎部队共有近 20 所医
疗服务机构，联黎医院和中国维和医
院为综合性较强的医院，主要担负联
黎部队东区和西区医疗卫勤保障任
务，同时也为驻地提供人道主义救

援。联黎医院目前没有皮肤科和中医
科诊疗项目，应联黎司令部医疗处邀
请，从 7月 3 日起，我维和医院皮肤科
医生周宏奎和中医科技师李秀丽、李
浩前往联黎医院坐诊，每两周一次，为
西部战区和联黎司令部机关维和人员
提供医疗服务。

截至目前，中国维和医疗分队共
接诊患者近 600 人次，有效缓解了联
黎部队维和官兵特色科室看病难的问
题，也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传
统医学。

中国赴黎维和医疗
分队队员获医疗嘉奖

本报日本横须贺10月10日电 周

小舟、李宇报道：中国海军太原舰 10日
抵达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新港商业码
头，将参加 14 日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

办的国际舰队阅舰式活动。这是中国
海军舰艇时隔 10 年再次访日，也是中
国海军舰艇首次参加这一活动。

7 时许，太原舰驶入横须贺附近

海域，与前来迎接的日本海上自卫队
舰艇会合。太原舰官兵整齐分区列
队。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华人华侨、
中资机构代表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
代表等 300 余人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
式。

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副支队长宫元
鑫表示，这次受邀赴日参加国际舰队阅
舰式，太原舰全体官兵将以过硬的素养
和优良的作风，充分展示新时代中国军
队的崭新风貌。

太 原 舰 抵 达 日 本
参加国际舰队阅舰式

本报帝力港 10月10日电 黎明

宇、记者林飞报道：中国海军戚继光舰
10日圆满结束对东帝汶友好访问，启程
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

10时许，东帝汶方面在帝力港码头
举行了欢送仪式。中国驻东帝汶大使
肖建国及使馆工作人员，华人华侨、留
学生及中资机构代表到码头欢送。

在为期 4天的友好访问中，东帝汶
总理鲁瓦克、东帝汶国防研究院代表
团、葡萄牙等多国武官代表团、中资机
构员工、华人华侨和当地群众等 2000
余人次登上戚继光舰参观，东帝汶海警
司令利诺一行拜会了我出访海上指导
组组长喻文兵。

喻文兵一行拜会了东帝汶国防部
长兼内政部长菲洛梅诺、国防军代司令
法鲁尔、海军代司令达·席尔瓦，参观了
“一带一路”项目。我出访官兵赴东帝
汶国立大学、国防研究院参观交流，并

与东帝汶官兵开展了篮球友谊赛、足球
赛等体育活动。

下图：中资机构员工在戚继光舰前

持中国国旗合影。 黎明宇摄

戚继光舰结束访问东帝汶

本报讯 何梓源、特约记者杨韬
报道：10月 10日上午，武警湖南总队
在总队机关报告厅举行先进典型代表
事迹报告会，圆满完成为期一个月赴
科威特执教任务的总队官兵上台分享
执教体会。

9月初，由武警湖南总队 7名官兵
组成的教练组，赴科威特执行了为期
一个月的执教任务。科方受训的 50
人涵盖警察、特种部队和国民卫队
等。教练组主要对射击、攀登、特种作
战、搏击和武术等课目进行了教学，还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向科方受训人
员传授了武警部队特种作战战术融合
的新理念、新方法。

在 10月 3日举行的结业式上，科
威特受训人员展示了训练成果，包括
擒拿格斗表演、反恐战术配合等，中方
教练组官兵全部获得科威特国民卫队
授予的荣誉勋章。

武警湖南总队完成

赴科威特执教任务

本报海口 10月 10日电 夏志

飞、特约通讯员程锡南报道：“熊猫袋
鼠-2019”中澳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
式，10日上午在陆军第 74集团军某旅
联训营地举行。

这次联训，中澳双方各派出 10名
官兵参训，中方参训分队由第 74集团
军某旅官兵组成。联训课题为“陆军
野外综合技能”，突出热带海岛特色，
坚持先基础后应用、先单项后连贯，
循序渐进、共同研练野外综合技能，
注重对参训队员意志品质和团结精
神的培养。

双方参训队员将围绕通过障碍、
荒岛求生、定向越野、海上皮划艇、露
营等内容展开联合训练。

“熊猫袋鼠-2019”中澳

陆军联合训练开训

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即
将在印度金奈举行。中国驻印度大使
孙卫东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印两国有足够远见和能力走出
一条新兴大国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之
路，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
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就国际形势、
中印关系以及两国各领域合作等充分交
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孙卫东表示，一
年多来，两国积极落实这些共识，中印关
系提质升级，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

孙卫东表示，当前，两国高层交往
密切，武汉会晤以来，习近平主席和莫
迪总理多次在多边场合会面，两国政
府、政党、立法机构、军队积极推进高层
交往，双方就治国理政交流经验。双方
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两国在政
策协调、基础设施、节能环保、高技术、
能源和医药等领域达成新的合作共
识。双方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对表，中印
在推动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
有着共同利益，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利益
一致，立场相近，在这些问题上加强协
调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孙卫东说，中国长期保持印度第一
大贸易伙伴地位，而印度是中国在南亚
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印贸易
额已增长到近 1000 亿美元，约 1000 家
中国企业在印度累计投资 80亿美元。
印度企业也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对华累
计投资近10亿美元。

中印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双方建
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并已举行过
两次会议。练瑜伽成为中国年轻人的
时尚，一些宝莱坞电影受到喜爱；成龙
等中国影星在印知名度高，针灸、武术、
中国美食等受到印度人民喜爱。中印
已建立14对友省友城，两国人员往来已
突破每年百万人次。明年双方将共同
举办庆祝建交70周年系列活动，凝聚两
国民众更多力量，促进人文交流合作。

孙卫东指出，中印都是人口大国和
新兴经济体重要代表。双方要加强战略
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应主动塑造双边关
系，不断积累正能量；应通过加强交流合
作促进利益交融，实现共同发展。

孙卫东说，中国正朝着实现“两个一
百年”目标迈进，印度也提出了建设“新印
度”的愿景。中印应视各自发展壮大为彼
此重要机遇，支持并对接对方发展战略，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
当权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孙卫东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印加强团结合作，对
各自发展和世界都是机遇，为国际关系
增添稳定性和正能量。

孙卫东表示，中印要加强在国际地
区事务上的沟通协调。在国际层面，两
国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在地区层面，两国应共同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双方应继续开展“中
印+”合作，促进地区自由贸易、基础设
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双方应对接各国政
策和发展战略，以实现地区共同繁荣。
（新华社新德里10月10日电 记

者胡晓明、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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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急剧变化的形势给国际体系

和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提出并大力推

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经

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为推进新型全

球化和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思路

和科学路径。

秉持平等合作精神，主张国无论

贫富强弱，人不分东西南北，都承担

着全球发展的责任，都担负着人类命

运和发展前途，在全球治理上都是平

等参与者、机遇分享者和风险共担

者；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

各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做行

动派、不做观望者，做建设者、不做破

坏者，携手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主张在全球治理

上各国都承担一份责任，通过共商共

建共享建设持久和平、永续发展的美

丽世界，从而为各国搭建起多边主

义、多边合作、多边共担发展责任的

新平台。

立起治理现代化的全新理念。

当今世界，正处于旧的治理体系加速

演变、新的治理体系孕育形成的关键

当口。世界如何治理、各国怎样相

处、人类的出路在哪里，是各国普遍

关注的重大话题。“一带一路”倡议在

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为各国提出了

一种全球治理新理念。

主张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对话

弥合分歧、以共识促进共赢，主张以

开放代替封闭、以互信代替互疑，共

建包容普惠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共

促互信互鉴良性互动；不追求单一

经济利益，不搞“经济霸权”，更不重

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是打造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这将有助于克服过去经济全球

化不平衡、国际关系不公正的偏向，

给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

活力。

提供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自我标榜的乌

托邦，不是贴在墙上的图画，而是可

触可感的现实成果、可学可鉴的发展

经验、实实在在的方案举措。这些成

果、经验和举措，就是新中国70年的

辉煌成就和历史启示。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围绕发展

设计蓝图、瞄准发展凝聚力量、聚焦

发展加强建设，契合了各国求发展、

谋发展的迫切愿望；中国从自身改

革做起，努力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

供做的信心、谋的参照、干的启示；

呼吁沿线各国消除隔阂，共同应对

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从而将不同国家和地区连接在一

起，推动彼此增进政治互信、经济互

融、人文互通，共同打造和平发展、

和谐共存的良好秩序。

迈出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性步

伐。当前，“一带一路”各项建设有序

推进。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

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

果文件，凝聚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

则的全球治理新共识。

坚持以区域合作为基础，以发

展战略对接为桥梁，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构建起以基础设施建设和

互联互通为先导的经济治理新模

式；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

投资、绿色金融等一揽子工程和项

目，形成了以绿色发展为重点、以

政策沟通为依托的环境治理新路

径；提出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让

“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的新命

题，探索出合作推进反腐败治理的

新对策。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

推进，其必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

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新平

台，为完善全球治理拓展新实践，为

增进民生福祉作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
治工作研究院）

为全球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路径
■陈东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