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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海军第 37、38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索马里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分航后，第 37批护航编队启程回国，第 38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第 37批护航编队，执行

后续护航任务。图为分航仪式现场。 王宗洋、王健摄影报道

初夏的江南进入梅雨季，杭州溽

热的天气与大约 3000 公里外的西北

敦煌迥异，但这两座遥隔山水、看似毫

不相及的城市却因为一个人被联系在

了一起。

她 是 敦 煌 研 究 院 名 誉 院 长 樊 锦

诗。1938 年，祖籍杭州的樊锦诗出生

在北京，自 1963 年大学毕业后，她便

开始了与莫高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

守。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莫高窟在

1987 年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并逐步成为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典范。

经历过承受了战乱和病痛的年少

时期，1958 年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历

史学系考古专业。大学时期，老师宿

白的一番话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中：一

二十年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

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

心做学问。

樊锦诗与敦煌，初次结缘于 1962

年的毕业实习。尽管当时因为强烈水

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但她总是说

“敦煌是我的宿命”。

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因

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

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研究人员

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进行临

摹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等工作，

条件非常艰苦。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没有

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

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

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樊锦诗说，

“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

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0 世纪初，藏有 5 万余件中古时

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

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了学术界

乃至全民族的神经，甚至有人说，“敦

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

等 老 一 辈 敦 煌 人 筚 路 蓝 缕 ，砥 砺 前

行。经过数十年的耕耘，我国学者在

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

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

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

局面已经被彻底扭转。

樊锦诗曾说过：“守护莫高窟是值

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

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她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不断

激励着一代代学者。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党支

部书记、研究馆员王东依然清晰记得

8 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景，“樊院

长讲述老一辈敦煌人的研究历程让我

热泪盈眶，正是他们坚守初心的指引，

让我深深理解了‘坚守大漠、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的内核。”

“在樊锦诗身上，我看到的是信仰

的光芒，作为敦煌学专业的学生，我将

秉承莫高精神，潜心学术，推动学科不

断发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积极贡献

青年一代的力量。”浙江大学古代史研

究所硕士研究生段锦云说。

（新华社杭州 6月 15日电 记者

魏一骏）

樊锦诗：扎根大漠，心系敦煌

在很多人心里，张富清这个名字

传递的感动、带来的震撼仍在延续。

战斗英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张富清，今年将步入 97 岁高龄。2019

年三四月间，张富清的感人事迹被逐

步披露，为公众所知晓。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以来，全国已有数万名党员干

部到湖北来凤县民族博物馆张富清先

进事迹陈列馆参观。

年迈力衰，如山的信仰没有变，如

磐的初心没有变。荣誉加身，他依然

是那个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张富清。

1924 年 12 月出生于陕西汉中洋

县的张富清，在西北解放战争中立下

了赫赫战功，是一位“董存瑞式的战斗

英雄”。

1948年初，宜川战役打响，国民党

军整编第 90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

圈被歼。作为在该师干杂活儿的杂役，

面对我军给出的回家可以发路费的优

待政策，张富清毅然选择参加革命，成

为英雄部队 359旅 718团的一员。

矮小瘦弱不被国民党军官“瞧得

起”的张富清，加入英雄部队后发生蜕

变，最终成长为敢打敢胜的“战斗英

雄”。1948 年 8 月，壶梯山战斗打响，

担任突击组长的张富清，“攻下敌人碉

堡一个，打死敌人两个，缴机枪一挺，

并 巩 固 了 阵 地 ，使 后 边 部 队 顺 利 前

进”。他因此荣立师一等功，被授予师

“战斗英雄”称号。

1948 年 11 月，永丰城战斗打响。

又一次担任突击组长，张富清携带两个

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 16个

手榴弹，夜间攀上寨墙，炸掉敌人两个

碉堡，身受重伤仍独自坚守阵地到天

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因此荣立军

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

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张富清先后

获得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二

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

1953 年 3 月至 1954 年 12 月，没有

受过任何教育的张富清按照组织安

排，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

化速成中学学习。1955 年 1 月退役转

业，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偏远的鄂

西恩施地区工作。

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三省交界

的恩施来凤县，一口皮箱，锁住了他在

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全部荣誉。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

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

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他甘愿做

伟大事业的一块砖，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努力奉献，毫无怨言。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推

动老狮子桥水电站建设，让两个生产

队进入“电力时代”。

1985 年 1 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

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

离休。

离休后，张富清继续保持艰苦朴

素的作风，住老房子、用旧家具、穿旧

衣服，过俭朴生活。一个搪瓷缸、一口

皮箱，他用了 60 多年。

即便离休了，张富清也时时处处

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书桌上，摆着

成堆的学习资料。享受公费医疗政策

的他，为了防止家人“占便宜”，不惜锁

住放药的抽屉。

2012 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

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

88 岁的他装上假肢，拼命练习一年，

顽强站了起来。

他讲不来豪言壮语，所说的每一

句话都那么质朴纯净、直抵人心。

60 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锁

在箱底、深埋心底，闭口不提，他的老

伴儿和儿女都不知情。2018 年底，国

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登记，张富清的

战斗英雄身份才得以发现。

张富清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荣誉

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诸多

光环加身，他依然是那个坚守初心、保

持本色的张富清；依然是那个“为党为

人民可以牺牲一切的张富清”。

这位 1948 年 8 月在战场上火线入

党的老党员这样说：“我要在有生之

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

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啥，我就做啥。”

（据新华社武汉 6月 15日电 记

者谭元斌）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张富清：信仰如山，初心如磐

凭栏观海，浪奔潮涌。

20 年前，上海合作组织承载着地区

国家的美好期许应运而生。20年来，上合

组织走过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成为欧亚地

区和国际事务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2018 年，在上合组织发展历史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强调各方齐心协力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

同体。这为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

海精神”注入更强大的时代动力，为地区

和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

进方向。

东方风来 勇立时代潮头

进入 21 世纪，人类社会与国际格局

出现重大演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

增多。金融经济震荡、地区冲突、粮食短

缺、气候变化等风险持续的同时，恐怖主

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非法贩运麻醉药

品、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等国际安

全挑战和威胁日益加剧并相互交织，特别

是在新冠肺炎世纪疫情暴发后，对“世界

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追问更加迫切。

察势者明，应变者智。

上合组织自 2001 年成立以来，不断

推进成员国在各领域合作，不断完善组

织机制建设，不断提升应对挑战能力，地

区和全球影响力持续增强。2018 年的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确立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共同理念”被写入成果宣言，成为

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和努

力目标。

这是应对挑战的时代方案，也是凝聚

共识的强大力量。一路行来，中国元首外

交推动上合组织合作不断深化，上合组织

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愈加深入人心——

从 2014 年到 2016 年，在上合峰会重

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利益共

同体、命运共同体。2017年，习近平主席

强调上合组织要“构建平等相待、守望相

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使这一重要理念内涵持续丰富。

在 2018 年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明确提出了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观，要践行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要秉持开放、融通、

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要树立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要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

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2019年，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把上合

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

赢、包容互鉴的典范，更进一步指明了构

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任务。

2020 年以视频方式出席上合组织

成 员 国 元 首 理 事 会 第 二 十 次 会 议 时 ，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构 建“ 卫 生 健 康 共 同

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

同体”等四个“共同体”，使得上合组织命

运共同体理念得以全面深化。

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上合组织前

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认为，回顾过往，

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对上合组织的发展起到关键支撑

和推动作用。

在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的当下，一

系列持续发展与深化的中国理念与中国

主张正擎起时代旗帜，指引上合组织团结

各方织就“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图景。

齐驱并进 展现蓬勃生机

新冠病毒肆虐亚欧大陆。危急时

刻，习近平主席发出有力倡议——“加强

抗疫合作，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

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新冠疫苗、向

吉尔吉斯斯坦捐赠防疫物资、向俄罗斯

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派出医疗专家组……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为上合“家园”筑起

抗疫生命线贡献力量，推动上合组织卫

生健康共同体持续向前。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毒品泛滥、网

络安全、新冠疫情，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不断涌现。着眼共同安全命运，

习近平主席倡导上合组织各国遵循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构

建安全共同体。

从签署国际上首个政府间反极端主

义公约，到打击“三股势力”；从举行“和

平使命”联合军演，到防范“伊斯兰国”恐

怖分子回流；从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到

出台防范传染病扩散措施……上合组织

安全合作不断增添新内容，安全共同体

行稳致远。

既有加强抗疫合作、维护安全稳定，

又有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上合

组织从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双轮驱动”到

“四个共同体”多轨并进，20 年来沿着和

平发展之路不断前行。

不论是疫情前的当面会晤，还是疫

情下的“云端”互动，“一带一路”是中国

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领导人交谈中的

高频词。8 年前，正是在位于亚欧大陆

腹地的哈萨克斯坦，习近平主席首次提

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如今，从

天山山麓到里海之滨，从帕米尔高原到

哈萨克草原，“一带一路”在亚欧大陆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中巴经济走廊、中白工业园、中蒙俄

经济走廊、中亚第一长隧道“安格连-帕

普”铁路隧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上

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中

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丝路精神与“上海精神”交相辉映，上合

组织发展共同体阔步前行。

近年来，世界还遭遇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乱流，一些势力鼓吹“文明冲突”，煽

动偏见与仇视。而中国领导人强调“促进

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提倡“和而

不同”“美美与共”。这些智慧与洞见为文

明发展驱散阴霾，为人类未来点亮希望。

既有乌兹别克斯坦上海合作组织民

间外交中心、塔吉克斯坦上海合作组织

友好合作中心等多样化的人文合作平

台，也有文化年、语言年、旅游年、媒体论

坛、青年交流营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人

文活动……

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说，20年来上

合组织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积累和

形成了重要的合作潜力。人们看到，上合

组织框架下民心相通的人文纽带不断拉

紧，成就文明互学互鉴、和谐共处的佳话。

人间正道 不惧风云变幻

成员国领土总面积超过欧亚大陆的

五分之三，人口占世界近一半，国内生产

总值占全球 20%以上。今天，上合组织

已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

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上合组织始终

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劲合作动力，根本

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并发展了“上

海精神”，并始终践行。这超越了文明冲

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掀

开了国际关系史崭新的一页，得到国际

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

20 年凝心聚力，20 年砥砺前行。事

实证明，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旧视角、

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从“上海精神”到人

类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正是遵循国际

关系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宏途，才经

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重大考验，成为

不稳定世界中的重要稳定力量。它正成

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为地区和世界撑起

一个实现公平正义、共赢共享的新天地。

“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我们

要展现应有的国际担当，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密切协调和配合，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促进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巴基斯坦全球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

问阿赫塔尔·詹久阿认为，习近平主席的

上述重要理念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深刻内涵，为上合组织下阶段发展擘画

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登峰极目，海阔天高。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上

合组织，也必将继续引领时代发展、推动

区域合作、共同塑造人类和谐共生美美

与共的光明未来！

（新华社北京 6月 15日电 记者王

雅晨、孙萍、陈汀）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上合组织成立20年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

6 月 13 日，为期 3 天的七国集团峰

会在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闭幕。国际

社会原本期待七国集团能在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经济复苏等议题

上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会后发表的峰

会公报却显示，峰会的议题已严重跑

偏。大批民众在会场外抗议七国集团

在疫苗分配、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做出

了“空洞的承诺”。众多国际媒体认为

它在应对这些全球紧急的议题上“不达

标”。一些国际政要和机构也指出，七

国集团的承诺姗姗来迟，且远远不够。

七国集团在公报中承诺，将在明年

年底前为全球提供 10亿剂新冠疫苗，但

相对于目前全球范围内巨大的疫苗缺口

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目前新冠病毒的传

播速度比全球疫苗分配的速度更快，“人

们现在就需要疫苗，而不是明年”。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承诺也是

同样的状况。本次峰会，七国集团承诺

到 2050 年 前 实 现 温 室 气 体“ 净 零 排

放”。但是，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上

一次承诺至今都还没完全兑现：2009 年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发达国家承诺在

2020 年之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

少 1000 亿美元资金，帮助其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如今，10 多年过去了，真正向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的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与

1000 亿美元相去甚远。6 月 13 日，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敦促发达国家特

别是七国集团成员国履行这项承诺，强

调该承诺对建立各方互信、实现《巴黎协

定》设定的气候行动目标至关重要。

这些情况表明，七国集团峰会已沦

为过时“政治秀”，发达国家在这里开出

了太多的“空头支票”。

峰会沦为“政治秀”，并非七国集团

的“无心之失”，而是有些国家将地缘政

治议题放在了更为优先的位置，使得疫

苗分配、应对气候变化等真正需要关注

的问题乏人问津。

峰会沦为“政治秀”，还暴露出与会

国各有小算盘，一些内部分歧难以弥

合。虽然美国政府一再强调，西方发达

国家之间应在“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再

次“团结”，但从峰会的情况来看，美国想

要完全恢复在特朗普时期严重分裂的跨

大西洋关系，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对英国而言，其试图在“脱欧”之后，

借此次峰会之机展现其“全球化英国”的

构想。但在苏格兰问题、北爱尔兰问题

等内部麻烦不断的情况下，谈论“全球化

英国”的“影响力”，近乎于空谈。

参会的欧盟国家也不愿意被牵着

鼻子走。德国政府在会前发表声明指

出，应对新冠疫情并且为未来的疫病全

球大流行做准备，应是本届七国峰会的

一大重点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

会后表示，七国集团不是与中国敌对的

“俱乐部”，西方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应

与中国合作。

有媒体指出，七国集团是一个“奇

怪、过时的机构”，它代表的是一个不再

存在的“大西洋主义”世界。七国集团

口口声声说要在价值观上团结自身和

引领世界，但它们不知道的是，正是它

们自己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观出现了

严重的问题。面对新冠疫情大流行，国

际社会亟需团结应对，而七国集团峰会

却仍然顽固坚持分裂世界的价值观。

而这种散发着陈腐味道的价值观，必然

被时代所抛弃。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

问题研究所）

七国集团峰会沦为过时“政治秀”
■赵国军

新华社北京 6月 15日电 （记者潘

洁、董雪）针对七国集团峰会公报提及涉

华 议 题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赵 立 坚 15 日 表

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涉

疆、涉港、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

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

说，中方注意到峰会公报提及涉华议题，就

涉港、涉疆、台湾、涉海等问题对中方蓄意

污蔑，干涉中国内政。此举严重违背《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违背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暴露出美国等少数国

家人为制造对立隔阂、扩大分歧矛盾的不

良用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涉疆、涉港、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

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赵立坚说。

他说，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一国或一个国家

集团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前形

势下，国际社会比以往时候更需要加强团

结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不应基于

“小圈子”搞“集团政治”，不应以意识形态

划线打压不同发展模式，更不应混淆是非、

转嫁责任。“美国病了，病得不轻。七国集

团还是给美国把把脉，开药方吧。”

外交部回应七国集团公报涉华议题

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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