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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阿两大民族在古丝绸之路上出入
相友，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携手相伴，双
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强化战略协调、深
化务实合作，造福着中阿人民。近年来，
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
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

过去这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风雨
同舟、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用实际行动
践行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郑重承诺，
为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
强大动力。

守望相助 患难见真情

“武汉加油”“中国必胜！”“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新冠肺炎疫情在中
国暴发后，阿拉伯国家纷纷伸出援手，向
中国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
句句饱含深情和力量的话语，体现出中
阿风雨同舟的深情厚谊。

随着疫情在西亚北非地区蔓延，中
国也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支
持：援助急需设备物资，向 8国派出医
疗专家组，与 21个阿拉伯国家举办卫
生专家视频会议分享经验，推动新冠疫
苗研发合作，为其来华采购物资提供便
利……患难见真情，在双方以实际行动
携手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构建中阿命运
共同体的内涵得以充分体现。
“请中国专家一定到北部来。”一名

伊拉克当地官员这样说，“他们来了，老
百姓就放心了。”在伊拉克，虽然硝烟未
散、病毒肆虐，但是中国红十字会援助
伊拉克防治新冠肺炎医疗专家组依然
义无反顾选择“逆行”。伊拉克卫生部
长哈桑·塔米米说，伊拉克政府和人民
将中方的支持铭记于心，两国是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的好朋友。
“当时只道寻常，更惜此刻时光。”

留学生满园在北京大学《中东研究》公
众号“中东疫情观察”系列文章中这样
写道。北京大学还发布了《抗击新冠疫
情文献资料汇编（阿拉伯文版）》，并与
卡塔尔大学成立了“疫情防控联合委员
会”，通过邮件回答卡方问题，累计翻译
文献资料近 10万字。“我们要与阿拉伯
地区的 4 亿民众分享中国的抗疫经
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教
授这样说。

深耕细作 推动新增长

春天的叙利亚，鲁拉·阿迪卜的玫

瑰园一片娇艳。首届进博会上，大马士
革的玫瑰冲破重重阻隔来到中国；如
今，叙利亚商品进驻上海多家进口超
市，还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架。虽然疫情
放缓了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进程，但订
单量与去年同期相比翻了近 10倍，还
是让鲁拉对未来充满信心。

热闹的除了繁华的中国上海，还有
阿拉伯半岛上的茫茫戈壁。约旦阿塔
拉特油页岩电站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
设中。项目负责人罗雄东说，项目建设
正在全速推进，1号机组预计 2021年 4
月完成交付，投产后年供电量可满足约
旦全国约 15%的用电需求。约旦大学
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易卜拉欣·加拉贝
这样评价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约旦
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得益于‘一带一
路’，阿塔拉特项目让约旦丰富的油页
岩资源得以开发，对推动约旦能源自给
有重要意义。”

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强烈冲击，但
并未阻挡中阿经贸合作的前进步伐。
去年，中国与沙特、中国与埃及均实现
贸易增长，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沙特阿
拉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将“一带一路”建设与抗疫合作同步

推进，中阿经贸往来稳步向前，共建项
目深耕细作，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点。中阿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战略契
合，共建“一带一路”为中阿合作提供新
平台，未来前景广阔。

同舟共济 前景更光明

近年来，由于贫富差距加大等民生
问题，多个阿拉伯国家发生社会动荡。
此外，利比亚战事、叙利亚北部战事、也
门战事、恐怖和极端组织滋扰等短期内
难以平息，难民危机、粮食危机、经济危
机挥之不去。面对艰巨挑战，求稳定、
谋发展已成为中东地区国家普遍共
识。中国始终坚持以政治方式解决冲
突，并积极促进和参与重建工作，代表
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受到了包括地区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
普遍欢迎。

对一些阿拉伯国家而言，经济社会
发展动力不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尤其是减贫工作任重道远。而中国创
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
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对全
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在人类减贫

经验国际论坛上，埃及中国问题专家艾
哈迈德·萨拉姆表示，埃及可以向中国
学习很多发展经验，而中国的扶贫经验
尤其宝贵。

此外，中东地区普遍气候干旱，环
境治理压力较大。如今，中国的治沙技
术在伊朗等国开展实验，中东多国专家
也来到中国学习沙漠中筑起绿洲的固
沙法。从“绿进沙退”的库布其治沙模
式，到数亿人参与的“蚂蚁森林”项目，
中国交出的一份份“绿色成绩单”赢得
世界好评。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或许在未来，也能
让中东大地增添绿意。

历史和实践证明，无论国际风云如
何变幻，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险阻，中
阿始终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共
同走过 2020，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基础
更加牢固，人民友谊更加深厚，合作前
景更加光明。

上图：2020年6月24日，中国政府

援助叙利亚的第二批抗疫物资在叙卫

生部完成交接。图为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大马士革的叙卫生部搬运中国政府

援助的抗疫物资。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共建“一带一路”，中阿合作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李莞梅

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2020年

欧盟对华货物出口与进口额“双增”，中国

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如此成绩来之不易。特别是在新冠

疫情肆虐、保护主义蔓延、跨国供应链中

断、国际贸易持续萎靡的“逆风”下，中国

与欧盟以十足韧劲与“牛劲”推动双边贸

易迈上新台阶，共同稳定全球供应链并

拉动世界经济复苏。

中国跃升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绝非

偶然。多年来，中国与欧盟不断深化经

贸合作，货物与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双边

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互利共赢的合作基

础持续加强，双方企业和民众普遍分享

到合作红利。

中欧不仅存在重大共同利益，更在维

护多边主义、支持经济全球化、主张对外

开放与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等方面持

有共同立场，这使中欧经贸关系保有“乱

云飞渡仍从容”的韧性。欧盟统计局指

出，在其前十大货物贸易伙伴中，欧盟去

年仅与中国实现了贸易双向正增长。

坚韧之余，活力凸显。2020年中欧

贸易逆势增长还得益于双方化危为机的

智慧。一方面，中欧加强抗疫合作，同舟

共济，共克时艰。随着大量抗疫物资与

医疗设备在中欧之间高效流动，中欧贸

易获得了持续、稳定的正能量。另一方

面，中欧共同推动科学有序复工复产，双

方经济增长分别在去年第二季度和第三

季度“转正”，截至2021年1月，中国与欧

元区制造业已分别连续扩张11个月和7

个月，实体经济需求复苏与供应链修复，

拉动双边贸易额有力攀升。

日夜奔跑在亚欧大陆上的“钢铁驼

队”生动诠释了疫情下中欧贸易的繁荣

与活力。利用国际铁路联运独特优势，

中欧班列大力承接海运、空运转移货物，

2020年累计开行1.24万列，首破“万列”

大关，同比增长 50%，跑出了互利共赢

“加速度”。

还应看到，中欧作为拉动世界经济

的“双引擎”，双边贸易的“牛劲”不仅为

全球贡献增长与就业，支持全球贸易复

苏，更以实际行动维护开放经济与自由

贸易，并充分证明，只有摒弃“脱钩”、紧

密“拉钩”，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携手合

作，才能有效应对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

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展望后疫情时代，随着中欧如期完成

投资协定谈判，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即将正

式生效，中欧经贸合作将迎来全新、更广

阔的前景。与此同时，面对各类风险挑

战，中欧仍需继续坚持沟通对话，增进互

信，促进合作，妥处分歧，携手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获得“更牛的”生命力。

（新华社法兰克福2月18日电 记

者沈忠浩、李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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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依然沉浸在牛年春节的祥和
气氛里时，在地中海东岸，有一群年轻人
不惧艰险，在第 19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
工兵分队战位忠诚坚守。

晨光初露，分队警卫班战士王子扬
在哨位上昂然肃立。从 2020年 3月新兵
下连参加维和集训队起，“维护和平”的
心愿在王子扬心中生根发芽已经 11个
月了。站在高塔哨上的王子扬，望着远
处宁静的提尔市，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自
豪：正因为维和官兵的坚守奉献，才有了
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像他这样的新兵在分队里还有 24
名。赴黎执行维和任务以来，他们出色
履职尽责，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为和平而
来”的大国担当。

进入冬季，黎巴嫩新冠肺炎疫情持
续恶化，联黎部队驻地市镇确诊人数快
速增长。分队唯一的女卫生员白应飞与
军医们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时刻
守护着维和官兵的健康。
“以前一直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但

来到黎巴嫩以后才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安
宁。”从祥和繁荣的家乡走到危险重重的
维和战场，无论是参与救治伤病员，还是
参加综合演练，白应飞都展现出了一名
维和军人应有的素质。

新兵郑梓嘉久久不能忘记自己第
一次踏上黎巴嫩这片土地时的情景。
那是 2020 年 8月 4日，分队部署至任务
区的第 7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
发生剧烈爆炸。跟随第二梯队来到黎
巴嫩的郑梓嘉刚出机场，就被要求穿

上厚重的防弹衣、戴上钢盔。在前往
任务区的路上，老旧建筑上的残留弹
孔清晰可见。“来到黎巴嫩之前，我以
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晚上此起
彼伏的狼嚎声和零星的枪炮声，还是
一度让我失眠了。”
“中国维和军人的荣誉是烈士用鲜

血换来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郑梓
嘉的成长来自一堂教育课。他被烈士杜
照宇的故事深深打动，并立志向烈士学
习。为此，他主动看、主动学、主动想，
专业技能不断提升。由于表现出色，他
是三支施工分队里唯一被推荐外出执行
工程任务的新兵，受到战友们的高度认
可。

清晨的维和营区，伴着清爽的海风，
还能听到清脆的朗读声。在营区的一
角，女兵柯菁正一遍遍练习英语口语。
这位来自地方大学的姑娘，毕业后放弃
了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而报名参军。除
了担任分队的平面建筑作业手，柯菁在
闲暇时间总喜欢向分队翻译讨教常用的
专业英语词汇。

去年 11月，分队迎来部署后的首次
联合国装备核查。面对联黎部队核查官
的各种问题，“客串”翻译的柯菁从容不
迫，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核查官介绍情
况，充分展示了我维和官兵的风采。

分队营区的和平广场上，鲜艳的旗
帜迎风飘扬。年轻的维和官兵朝气蓬
勃，用略显稚嫩的肩膀扛起使命和担
当。中国军人，为和平而来；中国维和军
人的青春，在成长中闪光。

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25名新兵，在维和战

场上淬炼磨砺，书写“为和平而来”的大国担当——

青春在成长中闪光
■刘雄马 庄小好

本报贝鲁特2月17日电 丁文栋、

刘攀报道：中国第 19批赴黎维和多功能
工兵分队 17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第一季度军事
能力评估。

联黎部队检查评估组重点查看了扫
雷排爆、工程建筑任务和一级医院建设
情况，通过资料了解了中国维和官兵积
极参与联黎部队最危险的“蓝线”扫雷、
通道维护任务和贝鲁特灾后重建援助行
动，充分肯定了中国维和部队的专业水
平和敬业精神。

经过全方位的检查评估，联黎部队
检查评估组成员一致表示中国第 19批

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军事能力各项
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

中国第 19 批赴黎维和部队指挥长
杜嘉说：“分队顺利通过军事能力评估，
得益于我们始终坚持对自己高标准、严
要求。新的一年，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热
情、更高效的工作、更专业的水平，圆满
完成联合国赋予的各项任务。”

军事能力评估是联合国定期检验
维和部队是否具备完成维和任务、有
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能力的一项重要
工作，涉及内容多、覆盖面广，主要包
括作战训练、装备管理、后勤保障等 11
类 99项。

我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通过军事能力评估
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线上特别

会议定于19日举行。联合国、欧盟等国际

组织负责人及美德法等国领导人将参会。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参加慕安会的

首位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与德法等欧洲

盟国领导人都有意修复过去几年来受损

严重的跨大西洋关系，在共同应对新冠

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

合作，以解救“西方缺失”的局面。然而，

美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深层次矛盾难

以根除，双方“重修旧好”面临不少障碍。

2020年慕安会提出“西方缺失”的

说法，主要指西方共同立场的缺失。近

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民粹势力抬头，美国

内顾倾向加剧，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挫

折，美欧之间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

防务开支等诸多问题上分歧加大。

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重新向欧

洲盟友抛出橄榄枝。拜登首次以总统身

份出席慕安会，被舆论普遍解读为美方

高度重视改善对欧关系。欧方也作出积

极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

示，欧洲和白宫再次成为朋友。德国总

理默克尔与拜登通电话时也表达了对双

方未来紧密合作的期待。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欧互释

积极信号，但双方仍无法回避在“北溪-

2”天然气管道项目等重大问题上的矛

盾。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后，欧盟在国

际上更加强调欧洲认同，欧洲独立自主

的意愿越发强烈，也越来越不能忍受继

续受到美国的支配。

慕安会是全球高级决策者和学者就

国际重大安全问题阐述立场、交换意见

的重要平台。第57届慕安会原定于今

年2月19日至21日举行，但受新冠疫情

影响，会议主办方宣布推迟举行线下正

式会议，先在线上举办一场特别会议。

此次线上会议将安排多位政要通过

视频连线方式发言。除拜登外，默克尔、

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卫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和微软创始人盖茨等也将参加。

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是此次慕安会线

上会议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在新冠疫情

依然肆虐的当下，加强疫苗研发等领域

国际合作、汇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挑战，

显得尤为重要。

近来，疫苗公平分配问题备受各界

关注。分析人士预计，此次会议上，疫苗

分配问题将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议题

之一。目前，尽管德国与美国合作研发

的新冠疫苗已在欧洲多国获得紧急使

用，但欧盟本土产能不足问题亟待解

决。此外，发达国家已陆续开展大规模

疫苗接种，而许多低收入国家却依旧无

疫苗可用。世卫组织呼吁加大对发展中

国家抗疫工作的支持，指出平衡疫苗分

配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重

要责任。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复

苏、践行多边主义等预计也将成为与会

者讨论的重点话题。美欧在这些问题上

展示的立场，以及双方采取怎样的行动

缩小分歧，将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据新华社柏林2月18日电 记者

任珂、张远）

线上慕安会能否解救“西方缺失”

据新华社联合国 2月 17日电

（记者尚绪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7 日提议二十国集团牵头成立一个
紧急特别工作组，筹备建立新冠疫情
“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新冠
疫苗分配公开辩论会上提出这一倡议。
他说，仅有“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是
不够的，应该成立“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凝聚科学知识、生产能力和资金支持。

古特雷斯提议建立

“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据新华社哈拉雷2月18日电 （记
者张玉亮）津巴布韦卫生部门 18日启动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国各地一线医护
人员和机场、口岸等高风险场所的工作

人员成为首批接种人群，开始接种由中
国援助的新冠疫苗。

由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 15日
清晨运抵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是这个

南部非洲国家获得的首批新冠疫苗，可
满足 10万人、每人 2剂的接种需求。据
介绍，津政府还向中方购买了一批新冠
疫苗，预计3月上旬运抵该国。

津巴布韦开始接种中国疫苗
据新华社莫斯科 2月 18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外交部 18日发表
声明说，俄外长拉夫罗夫与亚美尼亚
外长艾瓦江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纳卡）地区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另据俄外交部声明，拉夫罗夫 17
日还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通
话，就落实俄阿亚三方于今年 1月 11
日达成的相关协议进行了磋商。

俄亚外长就纳卡

问题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喀布尔 2月 18日电

（记者史先涛、陈鑫）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市警方 18日证实，喀布尔大学附近当
天发生一起炸弹袭击，造成2人死亡。

喀布尔市警察局发言人费尔道
斯·法拉马兹说，当地时间上午 11时
25分，在喀布尔第 3警区的喀布尔大
学大门附近，一辆轿车遭遇磁性炸弹
袭击。死者中有一人为喀布尔大学教
师。警方正在调查这起袭击事件。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炸弹袭击致2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