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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市区牡丹峰麓，苍松翠柏掩映
之下，中朝友谊塔巍然矗立。

朝鲜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之一。70 年来，在两党两国领导人关
怀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传统友谊经
受住国际风云变幻和时代变迁考验，不
断发展，历久弥坚，深入人心，成为两
党、两国、两国人民共同宝贵财富。

巩固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根基的
中朝友谊，是两党和两国政府坚定不移
的立场。1961 年 7 月 11 日，周恩来总
理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签订《中朝友好
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建立长期友好
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两国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精神指引下，相互支持，在各领域开展
友好交流合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双边
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促进了两国各自社
会主义事业繁荣进步，也为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2018年 3月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四度访华，显示出对发展两国关
系的高度重视。2019年 6月，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
事访问，此访影响深远，对新时代中朝
关系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两国民间交流呈现出欣欣
向荣景象。中国政府派出体育代表团、文
艺工作者代表团、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等
多个代表团访朝。2019年7月，中国医疗
专家组一行9人访问平壤，为朝鲜白内障
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并开展眼科疾病诊
疗、示范教学及交流。同年9月，孔子学
院与平壤外国语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
建平壤外国语大学汉语中心，这是朝鲜
第一家中朝合作设立的汉语教学机构。

朝鲜朝中友好协会副委员长赵哲
龙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朝鲜党和
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
关系，将一如既往与中方一道，通过持
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推动
朝中友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2019年 7月 11日，《中朝友好合作
互助条约》签订 58周年之际，朝鲜劳动
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刊发署名文章说，

顺应时代潮流、进一步发展好朝中关系
是两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岁月流逝，万
物变迁，但朝中两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
连这一真理永远不变”。

中朝友好合作如深深扎根两国大
地的常青树，任岁月流逝，愈发挺拔向
上。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国际关系发生
深刻变化的今天，两国党和政府在双边
合作和国际事务中会继续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续写两国友好关系新篇章。
（新华社平壤7月10日电 记者

江亚平、洪可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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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政府日前正式
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明年
7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多国专家学者
对此表示，美国政府退出世卫组织的决
定再次表明其不愿承担国际义务和责
任，是一种“可耻的”表现，严重破坏全
球抗疫合作。疫情当前，各国应团结合
作，加强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地区和全
球公共卫生安全。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安娜·瑟内奇耶认为，美国政府此举
是“美国优先”政策的又一体现，对其自
身也非常有害。它向国际社会传达了
这样的信息，即美国不愿继续在健康和
卫生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疫情当前，美

国尤其需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但美国
政府放弃多边主义，反而争抢医疗设备
和药品等，这是可耻的。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专家埃
万德罗·卡瓦略指出，美国政府的退出
决定表明，它根本不在意疫情造成的生
命损失。美国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
政策“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正在
破坏世界秩序的稳定。为应对疫情，当
下本应大力发扬多边主义，而美国政府
宣布退出世卫组织，这意味着美国正在
回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智利医学协会主席伊斯琦亚·西切
斯认为，当前各国应当采取协同一致的
策略应对大流行病带来的挑战，美国应
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希望世卫组织

能够应对目前的状况，协调世界各国在
防疫和疫苗研发等方面进行协作。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教授、阿中研究
中心主任帕特里西奥·朱斯托认为，美
国政府的决定对全球抗疫合作产生了
负面影响。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更需要
世卫组织来协调国际抗疫合作。没有
合作，全人类就不可能战胜疫情。美国
不断把疫情政治化，也使自己处于自我
孤立状态。

厄瓜多尔国家高等研究院国际关
系学院院长奥斯卡·蒙特罗说，美国政
府的退出决定是“不负责任的”，将严重
破坏全球抗疫合作。这再次证明其不
愿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并将政治利益
凌驾于全球共同利益之上。

不愿承担国际责任 严重破坏抗疫合作
——多国专家学者批评美国政府决定退出世卫组织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中国医疗专家与卡塔尔卫生部官员和专家连线，双方就抗击新冠疫情进行了交流。

交流会上，钟南山等人介绍了中国防治新冠疫情的经验，并同卡方专家就疫情防控、检测分析、临床护理、疫苗研发、社会

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屏幕上显示的是中卡抗疫视频交流会。 新华社发

2020年时间过半，受新冠疫情冲击

的世界经济等来半场哨。展望下半年，

深陷泥沼中的世界经济复苏几多难。

世界银行上月在《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

5.2%，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

退”，也是1870年以来人均产出出现下

降的经济体数量最多的一年。

面对共同的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

独善其身。分析人士认为，国际社会唯

有秉持开放包容原则，密切合作应对疫

情，稳步推动复工复产，方能让世界经

济以更主动姿态迎战疫情冲击。

世行报告预计，由于内需、供应、贸

易和金融严重中断，2020年发达经济体

将萎缩7%。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

经济将分别萎缩6.1%、9.1%、6.1%。

欧盟7日发布报告预测，欧盟和欧

元区经济今年将分别萎缩 8.3%和

8.7%。报告认为，欧盟各国经济系统

抵御疫情冲击的能力和复苏速度存在

明显差别。

与经济颓势相伴，发达经济体就业

市场同样乏善可陈。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经合组织）日前表示，即使能避免

第二波新冠疫情，该组织成员国今年第

四季度失业率也将达到9.4%。经合组

织预计，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最快要到

2022年才能降至疫情暴发前水平。

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样承

受重压。世行报告认为，今年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下滑2.5%。

不过，中国经济有望实现1%的增长。

此外，多个国际组织近期相继下

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今年经济增长

预期。IMF预测，今年该地区经济将

萎缩3.2%；世行报告预测，今年该地区

经济将萎缩2.8%，收缩幅度将创有记

录以来之最。世行还预计，由于疫情

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该地区数百万人

可能再次陷入贫困。

面对疫情挑战，各国应共渡难关还

是脱钩断链？半年来的实践证明，选择

前者才能最大限度形成合力，让世界经

济尽快止损以及开启复苏进程。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苏培）

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下滑，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站在年中看世界经济

7月 9日至 10日，以“全球抗疫与国
际安全合作”为主题的第三届国防大学
国际防务论坛在京举行。与会中外人士
分享了各自国家的抗疫措施，分析了新
冠疫情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探讨了后疫
情时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
安全合作的新思维、新路径和新模式。

疫情加速全球变局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几乎改变了每
个人的生活，也让本就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的世界陷入深刻调整。人们突
然发现，新冠疫情中的世界，似乎已经不
再是熟悉的模样。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
胜表示，新冠疫情发生在世界变局正在
全面展开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其空前的
渗透性、扩散性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变革，
其影响涉及权力结构和大国关系调整、
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重塑、发展模式和
安全理念更新等诸多方面。

来自马里的伊德里萨中校表示，全
球局势正在一个空前不确定和复杂的环
境中演变，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不仅危害
人类福祉，也影响地缘格局的稳定，影响
国际安全的各个领域。

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
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刘建飞看来，新冠疫
情正加速国际权力由“一超”向“多强”转
移，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由大国向中
小国家扩散。抗疫过程中，美国的表现
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有美国智库称这次疫情是美国的“苏伊
士时刻”，美国的软实力受到重创。相比
之下，东亚国家普遍表现较好，新冠疫情
客观上助推了“太平洋世纪”的到来。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纵观，任何一场

灾难本身并不会凭空塑造出一股趋势或
潮流，只会强化或推动那些已经开始的
政治或社会进程。”北京大学学者王栋指
出，新冠疫情显著影响了当前的全球化
趋势——旧全球化不复存在，疫情会进
一步推动全球化朝着新的方向演进。

疫情呼唤安全合作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让人们深刻认识
到，面对全球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

独善其身。与会代表纷纷表示，面对这
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各国唯有团结合作
才能应对。

来自孟加拉国的海军准将阿奇姆表
示，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和其他全球性
疾病的最可靠办法。合作而非对抗、友
好而非敌对，才能战胜新冠疫情，应对人
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建设一个和平繁荣
的世界。
“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人类共同

面临的重大危机，没有广泛的国际合作
是不可想象的。”唐永胜表示，在国际社
会面对的共同威胁面前，每个国家都要
担当起应尽的责任。

来自塞拉利昂的阿里马米上校在发
言中指出，新冠疫情不只是一场公共卫
生危机，还威胁世界粮食安全，对跨国有
组织犯罪、非法经济活动等方面也有着
深刻的影响。在一些地区，恐怖组织借
机发起新的袭击。面对疫情带来的诸多
威胁与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双边与
多边合作，携手共同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

院长王文认为，新冠疫情正在使人类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命、经济与社会危机，
世界若不团结，将进入“黑暗时代”。无
论是医疗信息分享、疫苗研发，还是维护
全球产业链稳定、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冲
击，都需要各国联手。

以新安全观引领国

际安全合作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应该摒弃冷战
思维，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新安
全观，努力实现普遍安全。
“过去的联盟合作、区域合作、集体

安全机制主要着眼特定地区的安全，但
对于病毒这种全人类的威胁，我们必须
有新的合作理念和愿景。”来自巴基斯坦
的阿巴斯准将表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
明，零和博弈不会提升人民的福祉，实现
共同利益的关键在于多边合作，各国需
要以担当和勇气推进国际合作，而非陷
入地缘政治竞争。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你的不安全

就是我的不安全”，而世界其实有很多
“非零和”的安全问题。法国国际问题
专家高大伟认为，新冠疫情引发了多维
度危机，其带来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单
边主义、冷战思维无益于危机的解决。
他指出，新冠疫情不应引发新冷战，而
应唤起国际安全合作的新理念，推动构
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安
全治理体系。

南苏丹陆军准将多米奇表示，在全
球疫情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个别国家奉
行的去全球化和孤立主义做法，只会使
疫情更加严重。唯有提倡全球合作,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有效应对
这次危机，携手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疫情虽然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和痛

苦，但它不会改变人类开放融通的历史
大势。”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
在论坛闭幕式上指出，共同抗疫的经历
将会拉近各国人民的距离，使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本报北京7月10日电）

上图：与会代表发言。 梁 良摄

团结合作抗击疫情 携手共建地球家园
—中外人士研讨“全球抗疫与国际安全合作”

■本报记者 吕德胜 徐 琳 李姝睿

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远航梦。早在
1405年7月11日，中国航海家郑和开启七
下西洋的壮举，扬起了人类大航海的征帆。

在第 16个“中国航海日”来临之际，
海军第 35批护航编队官兵在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执行第1318批护航任务。
“身在亚丁湾，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晨

曦晚霞，还有颠簸的波峰浪谷，更有护送
商船的光荣使命。”特战队员唐家威紧握
钢枪，伫立在甲板上执勤警戒。他说，长
时间没有靠岸补给休整，切身体会了远
航的艰辛，也渐渐读懂了远航的意义。

出生在四川成都的唐家威，心向大
海，梦想有一天能随舰远航，守卫万里海
疆。2015年他参军入伍，来到了陆军某
海防部队。巡逻在海防线上，他虽然能
看见大海，却与远航无缘。

3年前，唐家威所在单位转隶海军，

他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我兴奋得一
夜没睡，憧憬着尽快实现随舰远航的梦
想。”唐家威自豪地说，经过刻苦训练和
层层选拔，自己成为该单位转隶后首批
随舰执行护航任务的特战队员。

编队航海业务长王培敬入伍 29年，
4次参加护航任务，多次随舰出访。对
他而言，远航是一种使命。
“21 年前，我随舰第一次航经亚丁

湾，便对这片海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
是印度洋上连通欧亚的黄金水道，现在
是我第 8次来这里，每一次的感受都不
同，最深切的莫过于‘责任’两个字。”王
培敬说。

历史无言，却又历历在目。“我们要
有忧患意识和海权意识。”王培敬说，作
为海军官兵，肩负着逐梦深蓝、向海图强
的强军使命，要眺望更遥远更宽广的大

洋。
走向深蓝，方觉世界如此之大。王

培敬长期在舰艇部队服役，参加护航出
访、联合演练等重大任务，累计航程 40
余万海里。“回眸踏浪走过的那一片片
蔚蓝，我非常庆幸，自己成为人民海军
发展壮大的参与者与见证者。”王培敬
激动地说。

钟晓鹏是太原舰副通信长，一名年轻
的女军官。她与丈夫从同一所军校毕业，
都在海军工作，却常常只能在远航中相思、
在大海上相望。“虽然错过了很多相聚，但
我们没有错过爱情！”她说，以前远航是一
种浪漫，现在更多是一种坚守与奉献。
“我在远航，乘风破浪，穿越那无尽

的海洋……”《远航》是护航官兵经常唱
起的歌曲之一。

（本报亚丁湾7月10日电）

远航梦 强军梦
——海军第35批护航编队官兵讲述远航故事

■江 山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
樊曦）记者1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
大幅增长，累计开行 5122列，同比增长
36%；6月份开行1169列，再创历史新高。

一是优先保障国际合作防疫物资运
输。自3月21日首趟搭载国际合作防疫
物资的中欧班列从义乌开行以来，上半年

中欧班列共运送国际合作防疫物资367万
件、2.7万吨。二是全力承接转移货源。上
半年，运送货物总量达到46.1万标箱，同
比增长41%。三是不断提高运输效率。四
是成功实施“数字口岸”。在全国各铁路口
岸站上线运行95306“数字口岸”系统，实
现与海关、周边国家铁路公司的全面信息
共享和无纸化通关，大幅压缩通关时间。

中欧班列上半年开行数量同比增长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