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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9月 9 日电 （记者朱

丽莉、孙一）9 月 9 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共同

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同东南亚、南亚国家

政党对话会在南宁举行。对话会以“加

强政党合作，共谋经济发展”为主题，来

自东南亚、南亚国家 40 多个政党的领导

人 、青 年 组 织 负 责 人 以 及 政 府 代 表 逾

300 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会，东南亚、

南亚国家约 30 位驻华使节等高级外交

官现场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重点

介 绍 了 中 共 十 八 大 以 来 ，在 以 习 近 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

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说，中国共产党愿

以此次对话会为契机，与地区各国政党

加强战略沟通，聚焦发展主线，发挥“一

带一路”政党共商机制等平台作用，助力

本地区在经济发展、扶贫减贫、疫情防

控、青年交往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地区发

展注入新动力，为地区人民福祉作出新

贡献。

与会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高度评价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

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认为

中国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努力推

动共同富裕和促进民族团结的同时，坚

持对外开放合作，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增

长发挥重要作用。与会政党政要表示，

东南亚、南亚国家政党愿同中国共产党

深化交往，以团结合作应对困难挑战，共

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同东南亚、南

亚国家政党对话会共同倡议》。

中国共产党同东南亚、南亚国家
政 党 对 话 会 在 南 宁 举 行

聚焦“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

记 者 走 笔

“来之能战，源于有备而战。”这句

话用在参加演习的我军维和待命分队

身上最恰当不过了。他们从不同方向

抵达演习场后，迅速进入演习状态。

不打无准备之仗，方能立于不败之

地。我维和待命部队组建以来，按照联

合国标准严格施训，始终保持待命状

态，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纪律严

明的专业力量。

“ 有 备 才 能 无 患 ，能 战 方 能 止

戈。”有过维和经历的王加阳说，军人

只 有 两 种 状 态 —— 打 仗 和 准 备 打

仗。2019 年，他所在的维和部队执行

任 务 时 ，遇 到 一 伙 不 明 身 份 人 员 围

堵。千钧一发之际，官兵按照演练过

的流程迅速处置，事态得以平息。王

加 阳 说 ，处 置 得 当 ，得 益 于 扎 实 的 备

战 。 对 于 平 时 执 行 任 务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各 种 情 况 ，我 维 和 部 队 预 案 周 全 ，

特 别 是 隐 蔽 路 线 、接 近 路 线 、处 置 手

段方法，大家都十分清楚。因此遇到

情况就不会手忙脚乱。

和平需要争取，和平需要维护。从

历史经验来看，战争优势常常是准备出

来的。准备得越扎实，战斗则越顺利，

而且越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如曾在战

乱地区维和的作战参谋史康所说，战争

往往是“不请自来”，只有牢固树立强烈

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时

刻保持“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真正具

备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素质，才能把

战争拒之门外，维护和平才有保证。

（本报郑州9月 9日电）

来之能战，源于有备而战
■本报记者 孙兴维

新华社北京 9月 9日电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 9 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

行动计划共分导言，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环境权

利，特定群体权益保障，人权教育和研

究，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实施、监督和评

估 8 个部分。

行动计划指出，自 2009年以来，我国

先后制定实施了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各项权利得到

更加切实保障，保护特定群体权益的政策

和法律措施更加完善，人权法治保障进一

步加强，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

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行动计划称，2021-2025 年是我国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制定

和实施行动计划的目标是：

——将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共

同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总目标。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满足人民对人权保

障的新需求作为奋斗方向。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进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充分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经济社

会文化条件。

—— 切 实 保 障 公 民 权 利 和 政 治 权

利，促进人民有效社会参与，为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民主法治基

础。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为全人类和子孙后

代共享发展创造可持续条件。

——加强对特定群体权益的平等保

护和特殊扶助，促进所有人平等分享发

展成果，为实现所有人全面发展提供政

策支持。

——广泛开展人权教育、研究、培训

和知识普及，营造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文化氛围。

——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深度

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推动建设更

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

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文请扫二维码浏览中国军网）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发布
战车骤停，队员迅速下车形成环形警戒，

并隐蔽开火、交替掩护……

9日下午4时许，陆军确山某训练基地维和训

练营区，参加“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

习的蒙古国参演分队官兵展开了一场步兵战术课

目演示。

“蒙方许多参演官兵都有丰富的维和经

验，无论是单兵战术动作，还是战术队形，都具

有强烈的敌情意识。”演习执行导演李晓光说。

据蒙方参演分队领队艾登别尔上校介绍，

蒙古国军队已经参加 17项国际维和行动，执行

过维和任务的军事人员累计达 1.9 万余人次。

“可汗探索”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多国维和

联演品牌。

根据演习安排，蒙方参演分队使用中方武

器装备参加警戒巡逻课目演练。中方教练员刘

峰说，蒙方参演官兵训练积极性很高，短短几天

时间，他们已经能够熟练驾驶中方的 92B 轮式

步战车，轻武器射击成绩也不错。

另外一片场地上，巴基斯坦步兵分队在现

地研究要员护卫行动中的警戒任务。此前，参

演的泰国工兵分队队员也在相关训练场地驾驶

中方的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自卸车等装备

展开作业。

远远地，记者看到一名刚结束训练的泰国

工兵分队队员，一走下战车就向我方教练员何

登科竖起大拇指。何登科介绍，泰国工兵分队

操作手对我国装备的适应性很强，还主动向我

方教练员请教提升作业效率的方法。

“我们是为了和平、为了友谊而来！”泰国参

演分队领队马里文上校表示。

来的都是客。为了做好外方参演分队各

方面保障工作，中方专门成立了保障队，主要

包括翻译、炊事员、医务人员、教练员、警戒人

员等。

外事组组长邵君昱介绍，外方参演官兵驻

地超市里的每类商品，都有中英双语的名称和简介。在外方参演分队居住区域

外，专门开设了一个小型体能训练场。为保障外方参演分队的饮食需求，不仅精

心制作了菜谱，还专门邀请驻地的厨师对炊事员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泰国官兵

吃了都说好！”已经学会做咖喱鸡的炊事分队队长王塞笑道。

“前期，我们组织进行医疗技术和个人防护培训，包括穿脱防护服、消杀作业、生

活垃圾处理等，确保所有人员的防疫安全。”疫情防控组的岳旭告诉记者。

听说要抽组人员参加保障任务时，第 82 集团军医院的医师卢业建立即申请

报名。“外方参演官兵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而来，我们应为他们提供优质的

医疗服务。”卢业建说。

（本报郑州9月 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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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在武装护卫课目中，参演官兵进行机降训练。本报记者 肖 晔摄

本报俄罗斯奥伦堡 9月 9日电 记

者刘敏、中国军网记者刘丹报道：“和平

使命-2021”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

习即将展开，中方参演部队正陆续抵达

演习地域，野战营区的开设也在紧张有

序地同步进行。

铁运输送第一梯队官兵刚刚抵达时，

野战营区所在区域还是一片荒芜的草

场。3天时间里，指挥所、通信枢纽、发电

站、卫生救护以及生活设施的建设同步展

开。目前，一座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符合

实战要求的野战营区已初具规模。

据悉，本次联合军演，其他7个参演国

的野战营区均由东道主俄罗斯统一建设，

只有中国营由中方参演部队自行构设，所

用物资器材也随铁运梯队从国内投送。

“和平使命-2021”联演

我参演部队展开野战营区建设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

心，一生秉烛铸民魂。

他们被比作“春蚕”“园丁”；他们一

头承载着家庭的嘱托，一头托举着未来

的期望；他们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

梦人，在一代代人的成长中，担当起“引

路人”的重任。

张桂梅、于漪、卫兴华、高铭暄、李保

国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这个光荣的

群体，就是——人民教师。

点亮大山女孩的人生梦想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云南丽江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迎来了它的 13 岁生日，

也迎来了又一届新生。

在全校的开学第一课上，“七一勋

章”获得者、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同孩子

们站在一起，又一遍重温对祖国和人民

许下的承诺。

扎根边疆教育一线多年，张桂梅曾

目睹许多女孩因家庭贫困或性别歧视辍

学，心底萌生了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的梦

想。2008 年，她推动创建了全国第一所

免费女子高中。

从担任华坪女高校长以来，张桂梅

把所有精力都投在了学生身上，被孩子

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经年累月的过

度操劳，让她的身体渐渐不堪重负。她

数次病危入院抢救。在一份诊断书上，

医生密密麻麻给她列出了骨瘤、血管瘤、

肺气肿等 20 多种疾病。在人民大会堂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她贴满止痛膏

药的双手，曾让无数人动容。

“有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些？其中有

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恩，更多的则是一名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张桂梅说，“只

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

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

于漪，这是一个在谈到新中国语文教

育思想变革时不得不提的名字，也是无数

中国教师心中的偶像。近 70年的从教生

涯，于漪用“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的

精神走出了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

开设公开课近 2000 节、培养三代特

级教师、著述数百万字……已年过 90 的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人民教

育家”于漪，被誉为“育人是一代师表，教

改是一面旗帜”。

在于漪看来，语文不仅是教孩子理

解和运用语言文字，更是在建设他们的

精神家园。她曾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

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推动了

语文教学的改革发展，此后又提出语文

学科要“德智融合”，真正将立德树人落

实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

“教师的工作应该是‘双重奏’，不仅

自己的人生要奏响中国特色教育的交响

曲，还要引领学生走一条正确健康的人

生路。”于漪反复强调教师的使命与担

当，“人是要有点气象的，我们的教育者

更要有气象。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情

怀波荡，躬身践行。”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
能博大要能高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不

做“风派理论家”——这就是“人民教育家”、

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

卫兴华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

农民家庭。小学时，老师给他取名“卫显

贵”，希望他将来荣华富贵。从小目睹日

军暴行的他，在读中学补习班时，把名字

改为“卫兴华”。

1952 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

学教研室研究生毕业后，卫兴华留校任

教，直至 2019 年 12 月逝世。“要用全部的

精力去做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卫兴华

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60 余年，卫

兴华始终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要与国

家的需要结合起来，要运用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在多年教学中，他坚持教书和育人相

结合。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

学和阐释，要结合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实

际，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科学性，且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

高。”卫兴华这样勉励自己的学生。

教育乃我之事业，科
学乃我之生命

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

开拓者，“人民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高铭暄为中国刑法学的人才培

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从 1954 年到 1979 年，历经 25 年、38

稿，在历史跌宕中，高铭暄全程参与并见

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诞生。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刑法典，还

需要能够适用法律的刑法人才。刑法学

界很多人都熟知高先生的个人信条“教

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

高铭暄最珍视的是那三尺讲台。他

总说：“我就是一名普通教师，既然选择

了教书育人，就矢志不渝。”

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

线，为学生教授中国刑法、刑事政策与刑

事立法、刑法前沿问题等课程，为推进我

国法治建设、法律人才培养作出贡献。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推动法治

中国建设，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让

人民权利得到保障，让犯罪分子得到应

有的制裁。”高铭暄说，“我年岁已大，但

心不老，愿意继续工作。”

扎不进泥土地，就长
不成栋梁材

作为一名农技专家，他 35年如一日，

长期奋战在脱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

线；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把论文和科研

成果写在大山上，让万千农民摆脱贫困。

他是“人民楷模”、开创山区扶贫新

路的太行山上“新愚公”——李保国。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他矢志于山区开发与治

理，先后取得 28 项研究成果，推广 36 项

实用技术，打造了“富岗”苹果、“绿岭”核

桃等全国知名品牌，探索出一条生态改

善、产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山区发展

之路，让 140 万亩荒山披绿，带领 10 万农

民脱贫致富。

“是共产党员，我就要为人民服务；

是教师，我就要为学生服务。”这是李保

国的口头禅。为了能让学生们更好做到

理 论 实 践 相 结 合 ，李 保 国 把 大 批 学 生

“赶”到田间地头去。

他常说：“搞科研就要像农民种地一

样，春播秋收，脚踏实地。扎不进泥土

地，就长不成栋梁材。”

长期的科研工作，丰富的实践经验，

李保国把“带着泥土和露珠”的成果及时

更新在教材和授课中。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以张桂梅、于漪、卫兴

华、高铭暄、李保国等为代表，千千万万

无私奉献的优秀教师承担着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

他们，把自己最好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写在祖国大地上；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人

民群众的心中、镌刻在教育强国的基石上。

（新华社北京 9月 9 日电 记者胡

浩、余俊杰）

他们的名字，镌刻在教育强国的基石上
共和国功勋人物

新华社北京 9月 9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

三次会晤 9 日晚以视频方式举行，国家

主席习近平出席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海外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金

砖合作未来发展注入新动力。金砖机制

是多边主义重要实践，金砖国家将携手

推动金砖务实合作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前

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

林斯表示，习近平主席就推动金砖务实

合作提出重要倡议，为下一阶段金砖国

家进一步发展注入动力。他说，金砖机

制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合作

共赢，是多边主义的重要实践，希望金砖

国家继续加强合作，就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重大全球性挑

战发出共同声音。

乌兹别克斯坦新闻与大众传媒大学

教授图尔苏纳利·库兹耶夫说，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对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具

有重要意义。金砖合作已成为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相信未

来金砖国家将展现担当，共同推动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团结抗疫，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埃及前外交部部长助理侯赛因·哈里

迪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多边主义的阐述印象

深刻。他说，新冠疫情、恐怖主义等给人类

带来威胁，国际社会需重振多边主义，使其

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保障。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学者卡文斯·

阿德希尔说，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会

议上强调多边主义，中国也采取务实行

动践行多边主义，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

担当。多边主义是当前世界面临主要问

题的“解药”。疫情期间，金砖国家在疫

苗合作等方面践行多边主义，为其他国

家起到了示范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理所长

马斯洛夫认为，金砖国家团结协作可在助

力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重要动力。

南非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金砖研究

中心协调员福内卡·亚齐尼·阿普丽尔

说，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共同

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例外，新冠疫情更

加凸显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

中心主任汤之敏说，金砖国家已成为国

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支

持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是金砖国家

的共同诉求。金砖国家坚持开放包容、

平等相待、务实创新、合作共赢，金砖合

作不断走稳走实走远。

塞尔维亚国际问题专家日瓦丁·约万

诺维奇指出，金砖国家在促进经济合作和

全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多

边行动为全球控制疫情贡献了力量。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翁诗杰说，金砖合作应继续走深，以实现

更高质量发展。金砖国家应致力于推动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团结抗

疫，推动开放创新增长，推动共同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余虹表示，金砖合作机制有利于巩

固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希望未来金砖国家能够进一步加强合

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不断发展。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汉学家狄伯杰

表示，金砖合作堪称多边主义合作的典范，

是单边主义、去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解毒

剂”。相信金砖机制将不断发展壮大，为世

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务实合作朝更高质量方向前进
—海外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

会晤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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