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贝鲁特10月12日电 刘雄

马、特约记者彭希报道：11 日，在联合
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举办
的军事障碍赛上，中国维和官兵夺得
冠军和季军，展现出中国军人的过硬
实力。

此次障碍赛旨在提升联黎部队出
兵国的军事技能和团队意识。障碍赛
共设 6个课目。来自意大利、韩国等 7
个国家的 16支队伍同台竞技，中国第
18批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队派出 3支
队伍参赛。

我参赛队员黄锦龙说，此次障碍赛
所设置的课目都紧贴实战，既是耐力、
爆发力的较量，也是团队协作的比拼，
有特定课目，如定向越野、搬运伤员，也
有临机处置课目，如记忆图片、辨认国
旗等，“不仅考验体力，更考验智力”。

比赛中，中国官兵沉着应战，凭借过
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夺得
冠军和季军。

下图：10月11日，我军参赛队员

进行搬运伤员课目比赛。

本报特约记者 彭希摄

我维和官兵在联黎部队军事障碍赛夺冠

本报戚继光舰10月13日电 黎明

宇、记者林飞报道：正在执行远航实习
和出访任务的海军戚继光舰，13 日顺
利通过世界重要海峡——托雷斯海峡。

托雷斯海峡是连通印度洋和南太
平洋的重要航道，长约 150 海里，最窄
处约 500米。海峡内多岛屿、珊瑚礁和
浅滩，仅有几个狭窄航道可供航行，是
本次出访任务计划航线中航行难度最
大的水域。

为保证安全顺利通过该海峡，戚
继光舰提前组织航法研究，合理运用
助航标志，充分考虑碍航物等因素并

研究分析水文气象。航速越慢，潮汐
对舰艇航向的稳定性影响就越大。13
日恰逢大潮，戚继光舰以此为契机，在
实际任务中开展训练教学，保持低速
通过海峡内复杂航段威尔士亲王水
道，锻炼学员的舰艇操纵能力。

在通过威尔士亲王水道时，教学
组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航行安全保障
能力训练，锻炼实习学员的航海技
能。训练中，实习学员综合运用罗经
方位仪、六分仪、导航雷达等多种航海
仪器进行陆标定位观测训练，并实时
进行海图作业。

海军戚继光舰通过托雷斯海峡
实习学员在复杂水域展开航行安全保障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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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德里10月13日电 （记
者赵旭、胡晓明、陈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 11日至 12日在
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就国
际和地区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更加
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印度各界积极评
价此次会晤取得的成果，期待两国友好
关系不断得到加强。

印度报业托拉斯12日报道说，习近平
主席与莫迪总理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取得
丰硕成果。双方积极评价双边关系发
展，并讨论如何深化两国互动，体现印中

在全球舞台上日益重要的作用。
印度孟买观察家基金会前任主席库

尔卡尼表示，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
广泛的议题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会谈并
取得积极成果，将为未来两国关系持续
向好发展带来长远影响。此次会晤增加
了两国高层的相互理解，印中合作对世
界和平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瓦
兰·辛格表示，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会
晤体现了印中两国正紧密合作。印中在
全球性和地区性多边议题中展现出相似
立场，双方能够找到采取实际行动的共

同点，一起为人类未来而努力。
印度前议员、印度工业联合会主席

塔伦·维杰说，印中有能力利用各自影响
力打击恐怖主义，共同释放出和平共存
与共同繁荣的信号。

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
主任、汉学家狄伯杰表示，双方重申武汉
会晤共识，表达了共同促进多边主义的
立场，在气候变化、反恐、多边机制等多
个全球性议题上寻求一致。印中应该互
相学习对方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加强经
贸往来。

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主席沙拉德·

库马尔·萨拉夫认为，此次会晤在很多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强调了两国
之间悠久的交往历史，并表示将采取措
施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平衡发展，有助于
推动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谈判。

在谈到未来合作愿景时，印度本地
治里印中友协秘书长比卡什·卡利·达斯
表示，非常期待印度南部地区和中国东
南地区建立联系，推动贸易和旅游业蓬
勃发展。中国技术产品优势明显，印度
在有机农产品方面具有竞争力。他相信
未来两国关系将继续向前发展。

期待中印友好关系不断加强
—印度各界积极评价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成果

67 岁的尼泊尔萨卡集团副总裁
基兰·萨卡说，他的父亲已经记不得
开始到中国做生意的确切时间了。
不过，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
里，他们这个家族已和中国紧紧连在
一起。
“这些年我们生意越做越大，也见

证了中国日益发展壮大。”日前，萨卡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面向未
来，我很确定，我们和中国的合作越来
越重要”。

萨卡的父亲已经 92 岁了，第一次
去中国还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时在尼泊尔，和中国做生意的

人很少，我父亲希望能够尝试一些别人
没做过的事，他到中国进口了织物染料
回来销售。”萨卡说。

随着生意越做越好，萨卡父亲进口
商品的种类也在增加：雨伞、纺织品、化
学产品以及电子产品。“1977 年前后，
他开办了一家方便面工厂，设备都是从
中国进口的，”萨卡说，这意味着不再纯
粹做进口贸易。此后萨卡父亲还开办
了钢铁厂等其他一些工厂，原材料也都
来自中国。

父亲渐渐忙不过来了，萨卡加入进
来，并在上世纪 80年代创建了一家服
装厂，一些配件比如拉链和纽扣等都是
从中国进口。

他们去中国的次数多到数不清，萨
卡也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中国人办
事认真，效率高。”他说。

随着在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萨卡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去年，萨卡
与成都一家律师事务所建立了联系，今
年 9月，双方合作在尼泊尔成立的律师
事务所完成注册。“现在来尼泊尔的中
国公司越来越多，需要我们这样的律所
提供法律咨询。”萨卡的太太、学法律出
身的库苏姆告诉记者。

受家人影响，萨卡的儿子 10 年前
也开始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外贸生意。
从吉利汽车到北京吉普、无人机，所经
营的产品越来越多。“中国的吉普车非
常好开，适合尼泊尔这样的山地国家。”
萨卡说。

多年来，中尼各领域交流合作密
切，萨卡一家三代的经历，正是中尼合
作发展的一个缩影。

尼泊尔知名学者尤巴拉杰·桑鲁
拉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制造”在尼
泊尔随处可见、广受欢迎，中国企业
在尼泊尔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现代
农业、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满足了
尼泊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包括他自己在内，越来越多的人

在学习中文。
“尼泊尔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

实实在在的益处。”尤巴拉杰说，他希望
“一带一路”和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
网络建设能够带给尼泊尔更多发展机遇。
“如果你到街上随便问问，你就会

了解人们对中国的好感。我希望我们
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能够一直继续下
去。”萨卡说。
（新华社加德满都 10月 13日电

记者白旭、周盛平、毛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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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11日至13日，习近平

主席应邀赴印度金奈出席中印领导人第

二次非正式会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

问。此访是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后，习主席首次出访，为中国

同印度、尼泊尔关系注入了新动力，为南

亚睦邻友好搭建了新平台，为区域务实

合作开辟了新前景。

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10亿人口

级别的大国，中印交往源远流长。历史

经验表明，作为亚洲两个山水相邻的发

展中大国，中印合作利在两国、惠及亚

洲、泽被世界。

近年来，在习主席和莫迪总理的共

同引领下，中印关系呈现强有力发展势

头。两国领导人去年在武汉举行首次

非正式会晤以来，中印各领域交流合作

全面推进，有关分歧得到妥善管控，两

国关系步入平稳向好新阶段。在金奈

期间，两国领导人纵论天下大势，把脉

龙象共舞，就事关中印关系发展的全局

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深入沟通，为

下一阶段中印关系发展确定基调、指明

方向。

中印携手合作，不仅能助力彼此发

展，而且将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繁荣贡献力量。中印两国同为二十国

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在

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中东

北非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方面开展广泛

合作，不仅有力促进了各自现代化进

程，也成为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的中坚力量。双方将开展更广范围

的“中印+”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

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场合的协调

合作。

中印两国保持和平、稳定和平衡的

关系，是世界稳定的积极因素，中印关系

要稳定、要发展，基础是互信。中印应从

战略上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不断增进

彼此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各界和两国

人民加深相互理解，培育友好感情。中

印应该是好邻居、好朋友，要将彼此视为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中的积极因素，当作

自身实现发展梦想的合作伙伴，要本着

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正确分析和看

待彼此意图。

在此基础上，中印应推进全方位合

作，以平等互利和可持续的方式构建更

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支持各自国家

现代化进程。两国应进一步利用好各种

对话机制，加强政治、安全等领域对话，

及时就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充分沟通，

增进理解，扩大共识，把握双边关系发展

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双方应充分挖

掘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潜

力，释放两大新兴经济体的蓬勃活力。

在此过程中，两国应妥善处理和管

控分歧，在尊重彼此关切的基础上，以

成熟和智慧的方式，通过和平协商处理

分歧。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当前世界

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国际力量对比

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

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

出。中印都是文明古国、10亿人口级

别的新兴经济体和具有战略自主性的

重要国家，双方应以两国领导人第二

次非正式会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战

略互信，大力促进两国关系稳定和均

衡发展，打造稳定、发展、繁荣的 21世

纪亚洲，促进东方文明复兴，更好地造

福两国、亚洲和世界。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中印携手造福亚洲和世界
■丁 皓

走向世界的和平印迹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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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莹透亮的玉质斧身、6面国旗围成
的圆形图案、斧把上缠绕着6个金圈……
在军事博物馆举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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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把镶金玉
斧吸引很多观众驻足观看。
“这是在‘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

恐军事演习中，中方赠予上海合作组织
其他成员国代表的‘和平之斧’。”讲解
员介绍说，“和平之斧”谐音“和平之
福”，寓意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携手
披荆斩棘，给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宁。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和平就
没有发展，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然
而，一段时间以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给地区安全带
来了严重威胁。上合组织成员国不仅
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
端主义上海公约》，还通过一次次“和平
使命”演习有力震慑了“三股势力”，维
护了地区的和平安宁。

我军与外国军队联合举行实兵演
习，始于 2002年。当年 10月 10日至 11
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防部队
首次举行联合反恐演习，双方互通情
报，共同指挥，密切协同，联合实施边境
封控，全力围堵歼灭“恐怖分子”，展示
了中吉两国维护国家安全及打击“三股
势力”的决心。

此次展览中，反映那次演习的照片
像素并不高，很难判断参演人员的国
籍，但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是那种
胜利后兴奋而自豪的笑容。正如那次
演习中方军事专家组组长刘登云在一
篇访谈中表示的那样：“和平与安宁,是
对军人的最高奖赏,也是军人最光荣的
时刻。”

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
护的。联演联训，便是维护地区与世界
和平的重要途径。展厅内的一台屏幕
上，循环播放着中国军队参加联演联训
联赛的视频集锦。突击的坦克、翱翔的
战机、协作的官兵，令观众大饱眼福。
“看过这些，相信不会有人敢随意挑衅，
相信我们的世界会越来越和平。”一位

观众感慨道。
既展示威慑的实力，又传递和平的

善意，这是联演联训活动中的“中国风
范”。

口罩拉过下巴、头上戴着听诊器、
嘴角微微笑着，一位中国军医正认真地
为被母亲抱在怀中的孩子听诊。展览
中这张不太起眼的照片背后，还有一段
暖心的故事。

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综合处干
事周娜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她介绍
说，2018 年 7 月 25 日，“和平列车 -
2018”中国-老挝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
合演训开训第二天，老挝突发溃坝灾
害，参加演训的中方医护人员立即从
联训转向救援实战，前往受灾民众集
中安置点巡诊。照片中的孩子纳莎当

时只有 1岁多，已经发烧好几天，经初
步诊断为肺炎，若不及时治疗将有生
命危险。
“检查时，这名医生为了安抚孩子

的情绪、减少孩子的恐惧，才把口罩拉
了下来。”周娜说，后来，大家迅速把纳
莎转送至医疗队设在当地的治疗点进
行紧急治疗，使她脱离了危险。孩子的
妈妈紧紧拉着医疗队员的手表示感谢：
“中国医疗队是我们的亲人！”

展厅内的一张表格里，密密麻麻罗
列着 2012年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对
外开展的主要联演联训活动。“和平友
谊”“和平使命”“携手”“熊猫袋鼠”……
透过演习代号中的关键词，人们不难感
受到中国军队对和平的追求。中国军
队维护和平的诚意，通过一次次联演联

训，展现在世界面前。透过演习的课目
与深入的接触，外界对中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理念和新安全观，有了更加
深入的理解。

为和平而来，为和平而训。中国军
队通过联演联训联赛扩大了“朋友圈”。

联演联训是短暂的，展览也有结束
的时候，但追求和平的路永无止境。展
览出口处的电子屏幕上，飘过这样一条
留言：“有他们在身边，我们过得很安
心，相信世界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也会
越来越和平。”

（本报北京10月13日电）

上图：在老挝南部阿速坡省萨南赛

县，我军“和平列车-2019”医疗队开展

医疗服务活动。 新华社发

送给世界的“和平之福”
■本报记者 吕德胜 李姝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