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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日 ，中 国

黑 龙 江 省 歌 舞

剧院交响乐团，

来 到 中 国 赴 黎

维 和 多 功 能 工

兵 分 队 进 行 春

节慰问演出，为

观众带来《茉莉

花》《我爱你，中

国》《友谊地久

天长》等曲目。

中 国 赴 黎 维 和

官兵、联黎部队

官员、维和友军

部队指挥长、黎

巴 嫩 军 政 要 员

等 欣 赏 了 演

出 。 图 为 中 国

多 功 能 工 兵 分

队 指 挥 长 高 朝

宁致欢迎辞。

本报特约记

者 孙 帅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者
俞懋峰）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中国经济“成绩单”亮点纷呈，其中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GDP）迈上 1万美元台阶
尤为引人注目。海外观察人士表示，这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显示出中国
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巨大潜力。

人均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01年，中
国人均GDP达到 1000美元。不到 20年
时间，中国人均 GDP 实现 10 倍增长。

《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网站刊文说，14亿
人口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改善，这是历史
上经济最迅速获得成功的范例之一。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 年人均
GDP 在 1 万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人口近

15亿。中国人均GDP突破 1万美元，使
全球跻身这一行列的人口接近 30亿，相
当于人均 GDP 超过 1万美元的世界人
口翻了一番。海外媒体指出，这是中国
作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的贡

献。
伴随人均GDP增长，庞大的中国消

费市场成为各国企业眼中的“金矿”。铭
基亚洲公司投资策略分析师安迪·罗思曼
直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消费市场”。

中国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台阶引人注目

●●●●● ● ●●●●●●● ● ●●

4要 闻 E-mail:jfjbgjxw@163.com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 星期一 版面编辑/庞清杰 冯升 孙琦

1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

束了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阿曼中东三国为期5天的访问。日

本海上自卫队的2架P-3C巡逻机也奔

赴中东，将在本月内抵达目标地点并

开始信息搜集活动。

一面出访，一面派兵，中东局势日

益紧张、美伊矛盾逐步升级之际，日本

也是忙个不停。表面上看，日本这些

举动似乎是为了调和美国与伊朗等中

东国家的矛盾。事实上，日本这样大

费周章打的却是自己的算盘。

与中东各方就能源问题交换意

见，确保海上“生命线”无虞是日本的

重要目的。长期以来，日本的能源进

口严重依赖中东地区，日本原油进口

总量的近九成从中东经海路运抵日

本。但去年5月以来，海湾地区发生了

多起包括日本船只在内的油轮遇袭事

件，保障原油航运安全成了日本必须

重视的问题。

此外，美国多次邀请日本加入所

谓的“护航联盟”，意在进一步向伊朗

施压。既不想驳了美国的面子，又不

愿自身原油供应的“里子”出现不测的

日本，在去年底制定了向中东海域派

遣自卫队的计划。自卫队将在阿曼

湾、阿拉伯海北部以及连接红海和亚

丁湾的曼德海峡执行信息搜集、保护

航船等任务。力求此方案获得中东国

家的理解，也是安倍此次出访的另一

目的。

同时，向中东派兵，为自卫队的军

事行动解绑，是摆脱“战后体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若能顺利进行也可为安

倍修宪创造氛围。去年的国会选举结

果让安倍的修宪梦碎，如今，打着为确

保日本相关船只航行安全的旗号，向

海外派遣自卫队也是安倍突破和平宪

法的进一步试探。然而，此举在日本

国内引发了极大争议，日本民众和在

野党纷纷要求停止派遣，并批评安倍

政府藐视国会、违反宪法。

无论是自卫队走出国门，还是安

倍在访问时大谈的“和平外交”，除了

经济与安全考量之外，都折射出日本

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企图。

自 2012年安倍再度执政以来，

他一直将中东作为外交重点区域，积

极在中东矛盾中扮演“调停者”角

色。去年，安倍与伊朗总统鲁哈尼进

行互访，并多次表示愿为缓和中东紧

张局势“尽到外交努力”。此次安倍

出访就是其中东外交的最新动作，向

中东派遣自卫队则是这一外交政策

的延伸。

尽管日本“双管齐下”，但各方态

度似乎并未因安倍之行有太大改变。

在中东“左右逢源”，不是日本想得那

么简单。

一面出访，一面派兵，中东局势紧张、美伊矛盾升级之际，日本方面有点儿“忙”——

以“调停者”身份为己谋划
■张 丹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 1月 18日电

亚丁消息：也门卫生部门 18日说，也门
政府军位于中部马里卜省东北部一处基
地当天傍晚遭胡塞武装导弹袭击，造成
至少40名士兵死亡。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也门卫生部门
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胡塞武装使用一枚
弹道导弹实施了袭击。事发时政府军士
兵刚结束训练，准备前往基地内的清真寺
做礼拜。袭击还造成数十人受重伤。

也门政府军遭胡塞武装

导弹袭击至少40人死亡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19日电 以
色列国防军19日发布声明说，以军自当天
起开始部署技术设施，以监测和识别以色
列与黎巴嫩边境的跨境地下活动。一旦
监测到地下敌对活动，以军将进行清除。

以国防军新闻发言人孔里库斯说，
以军已开始沿以色列和黎巴嫩临时边界
“蓝线”进行部署，安装由技术传感器组
成的新型防御系统。

以色列部署设施监测

黎巴嫩跨境地下活动

应缅甸总统温敏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于 1月 17日至 18日对缅甸进行
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巩固中缅传统
友谊，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秉持平等、互
利、共赢精神，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深入
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此次出访成
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出席了 12场活动，
见证签署达成 29项各领域合作文件，双
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

缅甸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习近平主席
在缅中建交 70周年之际对缅甸进行国
事访问，并将缅甸作为新年首访国家，体
现了缅中深厚的“胞波”情谊，这是缅中
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开启了两国世
代友好新篇章。

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

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

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一致
同意以建交 70周年为契机，弘扬中缅传
统“胞波”情谊，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推动中缅
关系进入新时代。双方对两国下一阶段
各领域交往合作进行了系统规划和部署。

缅甸和平委员会委员昂吞泰认为，
打造缅中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此次

出访的重要成果，将推动两国开展更多
互利共赢合作，缅甸社会各界对双方达
成的这一共识高度认可。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秘
书长钦貌林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缅甸
在发展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中方积极推动
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极大鼓舞了缅甸各
界人士，更展现了缅中两国的深厚友谊。
缅中需要加强落实互利共赢项目，造福两
国人民，让缅中友谊世代传递下去。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
创始人哥哥莱表示，缅中两国在新时代将
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在社会文化交流等
多方面将涌现更多机遇。比如缅中文化
旅游年的各项活动将增进两国人民相互
了解与友谊。在打造缅中命运共同体的
过程中，相信双方能平等相处、真诚相待、
互相尊重，克服困难，实现共同发展。

加强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重大经济合作项目

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加强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缅经济走廊从
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着力推进
皎漂经济特区、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仰
光新城三端支撑和公路铁路、电力能源

等互联互通骨架建设。
缅甸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钦

玛玛妙指出，缅中两国经济合作紧密，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
经贸关系，包括港口、桥梁在内的交通基
础设施的提升，以及经济特区和合作区
的发展将巩固缅甸作为连接东南亚和南
亚的关键通道地位。

缅甸工商联合会副主席拉貌瑞认
为，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到缅中经济
走廊，双方共同着力推动的重大合作项
目将为缅甸经济持续向前发展提供重要
助力，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通过
这一系列重大项目合作，缅中双方将满
足各自发展需要，实现互利共赢。

哥哥莱预计，随着缅甸基础设施的
不断提升和经济特区、经济合作区建设
的稳步推进，这些重大项目能够在可预
见的将来取得切实进展。其中，缅中经
济走廊将拉动缅甸广大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助力工业综合体发展，为当地居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加强社会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将 2020

年确定为“中缅文化旅游年”，共同办好
两国建交 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教
育、文化、旅游、宗教、媒体等社会人文领
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
友谊。

缅中友好协会主席盛温昂说，两国
人民世代友好，随着缅中文化旅游年的
确定，缅中社会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将达
到新高度，为深化“胞波”情谊提供更加
坚实的支撑。

昂吞泰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
国游客来缅甸旅行观光，增进了两国
人民的相互了解。随着更多便利措
施的出台，未来预计会有更多中国游
客来到缅甸。缅甸欢迎中国游客到
来并努力解决他们在旅途中遇到的
困难。

哥哥莱表示，除旅游领域外，包括教
育、宗教、媒体、影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也应进一步扩大，应鼓励缅中媒体从业
者、智库专家学者、演出团体等开展更加
密切的交流合作，并且支持加强语言培
训，使两国民众能够更好地沟通理解。
这一系列鼓励措施将不断夯实缅中友好
民意支撑，使“胞波”情谊焕发新的生机
和活力。
（新华社内比都1月19日电 参与

记者：方栋、王晨曦、张东强）

开启两国世代友好新篇章
—缅甸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缅甸国事访问成果

访问两天，出席12场活动，见证签署达成29

项合作文件——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首访日

程紧凑，成果丰硕。

在中国和缅甸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

对缅甸的国事访问体现了中缅深厚的胞波情谊，

开启了两国世代友好新篇章。此访是中缅关系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必将产生深远历史影响。元

首外交引领中缅胞波情谊步入新时代。

正确的战略定位和方向，是新时代中缅关系

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70年来，中缅关系历经风

雨仍不断向前发展，离不开两国对彼此发展道路

的尊重，对彼此重大关切的支持。此次访问期

间，双方一致同意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这一决

定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期待，丰富了中

缅关系内涵，将为中缅合作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

和活力。

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是中缅关系的前进动

力。中缅两国都面临着各自的发展任务，推动各领

域合作深入开展，释放更多惠民红利，符合两国共

同利益。此次访问期间，双方就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双方同意推动中缅

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着力推进

皎漂经济特区、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多个互联互

通骨架建设，同时继续深化经贸、农林、产能、投资、

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随着中缅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加快推进，成果不断显现，新时代中缅友好合

作的道路将越走越宽。

广泛密切的人文交流，是中缅友谊不断传承

的牢固纽带。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缅山水相

连，文化相通，增进文明互鉴，密切人员交流，能

够为两国友好事业培养更多参与者、受益者、支

持者，筑牢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此次访问期

间，为隆重庆祝建交70周年，双方同意将今年确

定为“中缅文化旅游年”，在教育、旅游、文化等人

文领域举办70余项活动。这些都将进一步深化

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中缅关系的长远

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

此次访问期间，中缅双方还同意加强多边机

制框架内的协调配合，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涉及发展中国家

挑战的全球性议题上密切协作，将有助于共同维

护本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践行

者，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中缅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方面面临新的挑战。此次访问期间，双方强调将继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

神，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携手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形势下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出历久弥新、历久

弥深、历久弥坚的勃勃生机。

“胞波感情重，江水溯源长。”7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新时代中缅关系发展

的蓝图已然绘就，双方也期待着在这一蓝图指引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缅命运共同

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新华社内比都1月19日电 记者郝亚琳、车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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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咔、咔……”每天晚上，中国第
6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 6台发电机的
配电箱都会准时拉闸，另外 6台发电机
随之启动运行。切换完成，水电班班长
任振江才安心从发电机机房走回宿舍。
此时，宿舍内的战友早已熟睡。

进入旱季的南苏丹高温少雨，每当
发电机组大修时限临近，水电保障工作
难度也随之增加，机组功率不足、散热性
能降低、油路管道积垢等状况时有发生。
“老任，咱步兵营水电班工作还得请

你出马！”组建中国第6批赴南苏丹维和步
兵营，入伍27年的一级军士长任振江，第4
次踏上维和路。

第一次维和时，任振江在水电维修
领域还是“半路出家”，而如今已成为行
家里手。此次到达任务区后的第一时
间，他就开始对发电机组进行逐一摸
排。很快，针对 15台发电机的检修方案
就“出炉”了：3台性能优良的发电机备
用，其余 12台分两组交替运行，每组运
行 8小时停机检修，每天 7点、15点、23
点切换一次。

在酷热天气下，长时间的检修工作更
是对维修人员专业水平的考验。

一次，通过发电机的异常声响，任振
江判断风扇托架总成支架断裂，他迅速
拉闸断电，并启动备用发电机。此时，机
房在太阳的暴晒下犹如一只巨大的烤

箱，温度高达 50多摄氏度，6台同时工作
的发电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高分贝的
噪音让戴着耳塞的任振江仍然感觉脑袋
嗡嗡作响。修理作业完成，任振江已浑
身湿透。

给发电机进行油液更换、建立技
术档案、登记运行时间及日常维护情
况……任振江每天带领水电班的战友
“泡”在机房。部署至任务区不到一个
月，水电班已完成更换 6条皮带、2个风
扇托架总成、2台发动机、4个调压面板、
2台启动机，先后修理好 5台出现故障的
发电机。
“能吃苦、不怕烦，想得远、干在前。”

战友任春雷这样评价任振江，“有老班长
在，步兵营的水电就有了专业管家。”

任振江深知，在常年都是“夏季”的
南苏丹，电和水就好比营区的血液，是战
友们战斗和生活的基础和保证。
“经过我们处理的水可以达到直接

饮用的标准！”这是任振江对全营官兵的
保证。由于每天从尼罗河拉回的水大肠
杆菌含量高，任振江对水处理的标准极
其严格。

不仅如此，他还对营区的管道进行了
严密的压力测试，延长放水时间、加大供
水压力，解决了水压和水流不足等难题。

任振江常常从清晨忙到深夜。看着
执勤回来的战友能喝上干净的水、洗上舒
服的澡、吹上凉爽的空调，他觉得心里特别
踏实。

下图：任振江正在检修发电机。

焦晓晨摄

我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一级军士长任振江——

维和前线的“水电管家”
■于东海 焦晓晨

蓝盔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