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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维和！”
2005 年，作为保障维和部队出行

导调人员的曲锋与迎接维和部队返营
的马广野，彼此还不认识，但那顶蓝色
贝雷帽却成为两人共同的向往。维
和，这颗梦想的种子，同时种在了他们
的心中。
“我渴望那种代表祖国到危险国

度维护和平的荣誉感，这是自己军旅
生涯的升华！”接着曲锋的话，马广野
也感慨道：“那时非常羡慕去维和的同
志，如果能够参加一次维和任务，将是
一辈子都难忘的经历。”

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8年后真能
踏上维和征程。

2013 年，两人所在部队受命组建
首批赴马里维和部队。面对这样的机
会，他们毫不犹豫递交了维和申请
书。为顺利取得维和资格，两人加量
训练、加班学习。半年后，他们如愿踏
上了马里那片土地。

梅纳卡，是马里东部武装冲突最
为严重的地方之一，也是曲锋和马广
野维和记忆中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
加奥到梅纳卡的沟垄路面，被恐怖分
子埋设了很多地雷，路边常有被袭击
摧毁的装甲车残骸，这段路也因此被
叫做“地雷路”。
“行驶在这条路上，整个任务车队

不敢有任何休息时间，300多公里的路
程硬生生开了一天一夜。”曲锋回忆
道。行驶过程中虽有尼日尔战斗营全
程护卫，但威胁仍在周围潜伏，后车基
本都是压着前车的轮胎痕迹前行。他

们最担心的就是车辆出现故障，因为
谁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枪口瞄准停下修
理的车队。
“老曲，我这车动力系统出现问

题，请求修理。”现实总爱跟人“开玩
笑”，距离梅纳卡还有 20公里的时候，
马广野驾驶的头车出现了故障。车队
所有人员的心都随之紧张，谁都明白，
距离梅纳卡越近就越危险。

马广野驾驶的装甲车缓缓停下，
曲锋驾驶着抢修车从车队后侧疾驰过
来，头车周围也被护卫的装甲车团团
围住。
“老马，你进装甲车里去，在这儿

危险，我自己检修就行。”
“那不行，老曲，明知危险还把兄

弟留在外面，多不讲究，来，一起整！”
两个耿直的东北汉子面对危险共

同战斗。附近偶尔传来的爆炸声，让

曲锋和马广野体验到了战场的感觉。
战友齐心，其利断金。半个小时后，满
身尘土的两人来不及休息就立刻回到
各自战位，继续向梅纳卡行驶。

车队顺利到达目的地后，曲锋与
马广野对视一笑。而每当问起马广
野，驾驶头车有何感受，他总是淡淡一
笑：“没有时间去考虑什么，身后还有
曲锋这些维和战友，大家都是彼此的
支撑。”

维和的日子过得很快，有过一次维
和经历的他们却并“不满足”，相约“如
果有下一次，还一起去维和”。

2016年，曲锋“失约”了，马广野独
自参加了第4批赴马里维和任务。一年
后，曲锋拥抱着凯旋的马广野说：“下一
次，我一定跟你一起去维和。”

已是二级军士长的他们，听到组
建第 7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的消息后，再
次提交维和申请。今年 5月，他们头戴
蓝色贝雷帽，携手出征西非马里，又一
起战斗在这片土地上。

除了在执行维和任务时“合作竞
争”，两人还在日常训练中你追我赶。
夕阳下的中国第 7批赴马里维和工兵
分队营区，马广野和曲锋又开始了每
天 10公里的长跑训练，拉长的影子映
在马里的土地上。

第7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二级军士长曲锋、马广野—

一起驶过“地雷路”
■本报特约记者 高 嵩

新华社北京 10月 26日电 2019
年“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 26 日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强
调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利益
日益交融、命运更加休戚与共是大势所
趋，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是各国人
民的共同期待。多国学者对此深表赞
同，对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所作的贡献予以积极评价。

正在广州参会的美国布鲁金斯学
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我
感受到中国领导人对海外关于中国的
研究和分析非常重视。他们对‘读懂中
国’国际交流持开放、务实、包容态度。

世界更应该像此次会议名称一样，读懂
中国、了解中国。”

英国社会学家、“全球化”概念首倡
者之一马丁·阿尔布劳表示，中国是经济
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中国
欢迎其他国家深入了解它的快速发展。
“读懂中国”会议将来自东西方多个领域
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其影响远远超出
中国国界，“这种交流正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所需要的全球对话的重要基石”。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
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经济全
球化有利于全世界，中国正在为经济全
球化作出重要贡献。通过共建“一带一
路”，中国扩大与东欧、中亚、西亚、南亚

及东南亚国家贸易往来，助推这些地区
经济发展。中国坚持走开放道路，呼吁
其他国家开展互利合作。中国获益，世
界也在获益。

乌克兰基辅国立语言大学高级研
究员丹尼斯·梅兹柳克表示，经济全球
化发展潮流不可逆转，但是也应看到经
济全球化进程面临保护主义抬头等问
题和挑战。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
确方向发展过程中，中国力量尤为关
键。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积极发
展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实
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发展。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汉
斯·亨德里施克说，通过融入多边贸易

体系，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作为经
济全球化受益者的中国，正在努力捍卫
这一体系。持续对外开放正是中国对
经济全球化的一大贡献。

拉脱维亚《今日报》主编安德烈·什
维多夫说，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重申中
国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和致力于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立场，这是
非常重要的信号。“读懂中国”会议让各
国更加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包
括拉脱维亚在内的各国深化与中国的
务实合作。
（参与记者：刘阳、张代蕾、桂涛、李

奥、李东旭、郭阳、郭群）

与中国同行，让经济全球化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多国学者热议习近平主席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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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第比利斯10月25日电

（记者李铭）两艘北约军舰 25日抵达格
鲁吉亚黑海港口巴统，开始对格鲁吉亚
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它们将与格鲁吉
亚海岸警卫队举行联合演习。

据格鲁吉亚边防警察部门当天在官
网上发布的消息，隶属于北约常设第二
反水雷支队的意大利海军“维苏威”号和

土耳其海军“阿马斯拉”号 25日抵达巴
统港。这两艘军舰将于 28日至 30日与
格鲁吉亚海岸警卫队举行联合演习，演
习内容包括水下联合训练和机动部署。

消息称，此次来访传递了北约支持
格鲁吉亚加入该组织的明确信号，并将
有助于格鲁吉亚海岸警卫队系统向北
约标准靠拢。

北约将与格鲁吉亚举行联合演习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10月25日电

（记者鲁金博）俄罗斯首艘 23550 型破
冰巡逻舰“伊万·帕帕宁”号 25日在圣
彼得堡海军部造船厂下水。

俄罗斯海军上将奇尔科夫在下水
仪式上介绍，“伊万·帕帕宁”号破冰巡
逻舰是俄历史上首次建造破冰船级别
的战斗舰艇。舰艇既可以在北极冰层
地区进行科考工作，又可以保护俄在该

区域的国家利益。
“伊万·帕帕宁”号破冰巡逻舰由

俄罗斯“金刚石”中央海军设计局研
制，长 100 米，宽 20 米，排水量 8500
吨，自持力 60 天。舰艇具有拖船、巡
逻船、破冰船的功能，用于保护和监测
恶劣环境水域的护送、拖拽滞留船只
到港，护送、支援船只，参与救援和运
输特殊货物。

俄首艘23550型破冰巡逻舰下水

本报戚继光舰10月26日电 特约
通讯员黎明宇、记者林飞报道：执行远航
实习和出访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
今日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开始对新
西兰进行为期 4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戚
继光舰入列后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中
国海军训练舰首次访问惠灵顿。

上午 10时许，在舞狮表演的鼓乐声
中，戚继光舰缓缓靠上惠灵顿港 5号泊
位。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华人
华侨和留学生代表，新西兰海军助理司令
兼参谋长海耶斯、海军官兵代表、海军学
员后备生学校学员代表等 200余人到码
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中国驻新西兰
大使馆代办王根华一行登舰参观。

访问期间，我出访海上指导组组长

喻文兵一行将拜会新西兰国防军副司令
戴维斯、海军司令普罗克特。出访官兵
将赴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参观交流。戚
继光舰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并向新西兰
军方、当地市民和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
员等开放参观。

戚继光舰是在结束对巴布亚新几内
亚友好访问后启程前往新西兰的，离开
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前，2名日本籍和 2
名新西兰籍军官登舰，跟随戚继光舰进
行航海技能训练、参与见习值更。至此，
这 4名外籍军官顺利结束跟训并在惠灵
顿港离舰。这是戚继光舰入列后，首次
承担外籍军官跟训任务。

上图：10月26日，戚继光舰抵达惠

灵顿港口。 新华社发

中国海军训练舰首次访问惠灵顿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记者
朱超）第十五届“北京-东京论坛”26日
在京开幕，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日本前首相
福田康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王毅表示，今年是“北京-东京论
坛”成立 15周年。15年来，论坛广聚中
日各界有识之士，坦诚交流、增信释疑，
为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发挥了十
分特殊和重要的作用。本届论坛的主题
切合最新时代要求，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希望本届论坛为真正迎来契合新时
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贡献更多智慧，提出

更好建议，发挥更大作用。
徐麟指出，中日双方应坚定维护中日

关系的政治基础，牢牢拉紧两国人文纽
带，努力扩大双方合作空间，积极贡献东
方智慧，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真
知灼见和务实建议，为明年中日领导人高
层往来夯实民意基础、营造良好氛围。

本届“北京-东京论坛”主题为“新
时代、新期待——中日在维护亚洲及世
界和平与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由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日本外务省支持，中国外
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主办，中日嘉
宾代表600余人出席。

第十五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

据新华社比利时列日10月25日电

（记者潘革平）经过 17天运行，满载着 82
个标准箱的中欧班列（义乌-列日）“世
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菜鸟号”首趟
列车 25日抵达比利时列日物流多式联
运货运场站。这是首个贯通中国长三角
区域、中亚和欧洲并服务于跨境电子商
务的专列。

出席当天接车仪式的瓦隆大区外贸
与外国投资总署海外首席运营官肯佩尼
尔斯表示，列日和义乌之间第一条铁路货
运线的开通将为瓦隆和欧洲出口商提供
以较低成本进入中国消费市场的新机会。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在致辞时
说，中欧班列义乌-列日线的开通是中
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新成果。

义乌-列日线开通后，列日作为欧洲物
流中心的地位将更加突出，中比两国之
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义乌市副市长郭济环在接车仪式上
致辞时说，“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
菜鸟号”的开通将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
新通道，有效降低平邮小包成本、提高配
送效率。班列的开通还将有效丰富跨境
电商品类，促进中欧贸易升级，促进关联
产业发展，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走深、
走实加油助力。

据悉，中欧班列（义乌-列日）“世界
电子贸易平台（eWTP）菜鸟号”首趟班
列于 10月 9日从浙江义乌鸣笛启程，途
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
和德国，最后到达比利时列日。

首列义乌－列日中欧班列抵达比利时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日前发布报告，称美国以“国家安全”

为由对中美科研合作设限是冷战思维

的延续，美政府应确保在科研开放与国

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这并非美国机构第一次呼吁政府

不要对中美科研合作设限。就在不久

前，美国60家科学组织联名发表公开

信，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打压外国科研人

员和阻碍国际科学合作；约150名美国

科研领军人物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

政府排挤、打压中国和华裔科学家。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不断鼓

吹甚至采取动作谋求在科技领域与中

国“脱钩”。这种危险之举与全球科技

合作发展的历史大势逆流而动，引发国

际社会深深的忧虑。最近，美方以不发

签证之伎俩阻挠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宇

航大会，各国代表对此十分不满。

长期以来，美国是全球科技开放和

合作的巨大受益者。工业革命兴起后，火

车、轮船等科技发明将全球各国日益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依靠与当时世界科技

中心欧洲的“挂钩”而非“脱钩”，让自身科

技实力不断提升。如今，美国一些人看到

别国科技发展迅速，就意欲拉下“科技铁

幕”，妄图以政治手段阻挠科技合作，阻止

他国发展进步。殊不知，如此图谋不仅损

害自身利益，也贻害全世界。

“技术脱钩”的企图，正在让美国自

身受损。对于美国高科技企业而言，失去

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市场、与全球最活跃

的应用市场脱离，必将大大削弱其全球竞

争力。频频对华裔学者进行无端审查乃

至采取开除手段，正在恶化美国一直引以

为豪的学术自由环境，恐慌气氛让越来越

多的外国科研人才开始对美国望而却

步。美《华尔街日报》网站批评美国政府

“以有损美国自己利益的方式在行事”。

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拥有全球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全部资源、技

术和能力，“技术脱钩”只会掣肘美国科

技发展步伐。美《大西洋月刊》刊文称，

即将到来的5G电信网络的建设，需要包

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在供应链上作出

贡献，限制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只

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微软总裁史密斯

指出：“如果不能把你的技术推广至全

球，你就无法成为全球技术领军者。”

“技术脱钩”的企图，让全球科技发

展遭受巨大威胁。全球市场的分割、技

术标准的分裂，势必将大大阻碍世界科

技创新和应用，破坏成熟的全球供应

链。美《外交政策》网站指出，谋求技术

“脱钩”的做法“严重扰乱了全球化秩

序”。实际上，人为切割市场远非一些

人所想的那么容易。美国政府在发布

针对华为的交易禁令后，又不得不发布

允许一些交易活动的“临时通用许

可”。对此，美国政府承认“有必要给予

更多时间以避免混乱”。

“技术脱钩”的企图，让世界各国忧

心忡忡、无所适从。在经济科技深度一

体化的当今世界，“脱钩”将制造巨大成

本和不便，让各国企业深受其累，也让

许多国家面临“选边站”的难题。西班

牙《国家报》明确指出，欧洲不愿在中美

之间选边站；《悉尼先驱晨报》评论说，

澳大利亚需要表达对科技领域日益加

剧的不稳定性的担忧。

全球科技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美《科学》杂志网站刊文说，当美国

一些人将中国科技发展视为威胁之际，

欧洲正在拥抱与中国的科技合作。

时间将证明，通过“脱钩”阻挠中国

技术进步的企图，只能是一厢情愿。中

国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华尔街

日报》就此指出，美方遏制中国的想法

“很幼稚”，“很可能适得其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记
者黄堃、郑汉根）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美科研合作设限是冷战思维的延续—

科技“脱钩” 贻害世界

蓝 盔 先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