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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8 日电 记者安普

忠、王凌硕报道：第三届中阿北斗合作论

坛 8 日在北京以“线上+线下”方式成功

举行。此次论坛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正式建成开通后举办的首届论

坛，以“应用北斗、共享共赢”为主题，重

点展示 5 年来中阿北斗合作成果，总结

合作经验、制定行动计划，务实推动中阿

卫星导航合作进入新阶段。

论坛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

公室测试评估研究中心和阿拉伯信息通

信技术组织联合发布《中阿联合北斗测

试评价结果》，展示中阿双方对北斗系统

落地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性能测试最新成

果，为北斗系统更好服务阿拉伯国家和

地区提供技术支撑。中国交通通信信息

中心和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签署了

《开展北斗中轨搜救服务及返向链路服

务联合测试合作意向书》，双方通过联合

测试，共同评估北斗中轨搜救及返向链

路服务在阿拉伯和非洲地区的应用性

能，推动北斗国际搜救服务落地阿拉伯

国家。

在专题交流环节，来自中方的 7 位

专 家 和 阿 方 的 9 位 专 家 ，相 继 展 示 了

北 斗 在 阿 联 酋 铁 路 建 设 、沙 特 精 准 农

业 等 领 域 的 丰 硕 应 用 成 果 ，分 享 了 北

斗 建 设 应 用 发 展 经 验 ，探 讨 了 北 斗 在

阿拉伯民用航空、石化能源、电力管理

等 行 业 领 域 的 应 用 前 景 和 解 决 方 案 ，

展 望 了 更 多 新 的 合 作 模 式 ，为 推 动 北

斗 务 实 落 地 阿 拉 伯 国 家 提 供 重 要 支

撑。

此次论坛扩展了中阿北斗应用深

度，丰富了中阿北斗合作模式，对于北斗

全面服务阿拉伯人民、深化中阿北斗合

作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国将继续秉持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

发展理念，加大与阿合作力度，继续融入

阿拉伯产业体系，为积极推动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巩固中阿友

谊作出重要贡献。

第三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在京成功举行

本报越南芒街 12 月 9 日电 滕怀

金、特约记者周娜报道：参加中越“和平

救援-2021”卫勤联合演习的两军参演

分队，8 日首次在越南广宁芒街演习地

域开展联合救援训练。

联训现场，以车辆、帐篷、方舱为载

体的中越两军两所二级医院全要素展

开，各功能模块有序运转。

在模拟地震灾害废墟前，联合前出

急救组对伤员进行紧急包扎止血，使用

便携设备快速诊断，加强生命支持。中

方二级医院分类组军医、联勤保障部队

第 920 医院主治医师李富强告诉记者，

此次演习的主要特点是模拟短期内产生

大批量伤员，主要伤情为重物抛掷或挤

压导致骨折、胸腹腔脏器损伤、颅脑外伤

等。通过现场紧急救治和分类后送，在

最短的时间内让批量伤员得到确切治

疗，提高救治效率。

根据此次演习特点，双方将采取多

种新手段，如开设移动检测方舱检测传

染病，使用无人机侦察灾情，运用可视化

系统实时传输伤情，联通卫星实现国内

远程会诊等，展现实战运用效果，提高联

合开展应急医学救援能力。

据悉，经过两天联合训练后，中越两

军卫勤实兵演习将于12月10日正式开始。

上图：联训现场，中越两军医疗队展

开训练。 魏 飞摄

“和平救援-2021”

中越两军参演分队开展联合救援训练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论述摘编》分 9 个专题，共计 335 段

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期间的报告、讲

话、谈话、演讲、贺信、指示等 160 多篇重

要文献。

“论述摘编全面展示习近平总书记

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的深刻思考，充

分表明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促进和发展人权事业的坚定

决心。”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张伟说。

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与人权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肖君拥表示，本书科学归纳了

中国共产党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丰富实

践和宝贵经验，内涵丰富、视野开阔、逻

辑严密、系统完备，从历史和现实贯通、

国际和国内关联、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维

度，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尊重和保障人

权、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一系列重大

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永和说，总书记的论述体现了中国人

权保障的新理念与新实践，极大丰富了

中国的人权话语，对中国人权事业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书记有关‘以发展促人权’的论

述，以及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中所创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做

法和经验，不仅改写了先有人权后有发

展的固有认知，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在外交学院人权

研究中心主任张爱宁看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权的重要论述对国际人权治理

提出了新理念新方案，为丰富人类文明

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

贡献。

（新华社北京 12月 9日电 记者翟

翔、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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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当前正经历疫情、经济、

人道主义等多重困难。作为好邻居

和真诚朋友，中国密切关注关心阿

局势发展，疫情暴发以来向阿捐助

了大量抗疫物资。图为 12月 8日，

中国政府援助阿富汗紧急人道主义

物资项下的首批新冠疫苗及配套注

射器运抵阿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日前宣布美国

政府将对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

交抵制”，借口是中国“糟糕的人权状

况”等。美政客所谓“外交抵制”的借

口毫无新意，他们手里积累了一套套

谎言剧本，对中国、对世界，乃至对政

敌或自己人民，撒谎从来都是信手拈

来，不用费一点思量。他们把涉疆、涉

港等方面的谣言当作是打压构陷中国

的“万灵药”，只要机会来了，他们就毫

不犹豫取出来用上。

称霸世界几十年，美国想打谁就

打 谁 ，说 制 裁 哪 个 就 制 裁 哪 个 ，美 国

“战争帝国”“制裁帝国”“暴力帝国”的

形象已“深入人心”，是时候再挖掘一

下美国“谎言帝国”的真面目了。美国

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公开表示：“我曾担

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

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

探索进取的荣耀。”蓬佩奥总结的好，

正是靠编织谎言，美国把肆意侵略美

化成促进民主，把强取豪夺粉饰成维

护 公 平 ，把 草 菅 人 命 描 绘 成 保 护 人

权。谎言和暴力为不公“正名”，一起

堆饰起美国这个所谓的“荣耀帝国”。

美国对世界撒的谎还少吗？早在

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发起“知

更鸟计划”，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

人 员 ，通 过 操 纵 媒 体 影 响 大 众 舆 论 。

2003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

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

粉末的试管，信誓旦旦地声称这是伊

拉 克 正 在 研 制 的“ 大 规 模 杀 伤 性 武

器”。这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

撞骗的“名场面”。在叙利亚，美国支

持并大规模资助“白头盔”组织，多次

造假摆拍，为其军事干涉找理由；为了

诬陷“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美

国驻华使领馆在社交媒体上公然配发

利用修图软件处理过的假图片……

美政客以各种手段蒙蔽世界，粉

饰自诩的“正义面孔”。然而他们的伎

俩已逐渐被世人识破。德国作家吕德

斯在其著作《伪圣美国》中揭露，美国

政府及利益集团非常善于通过选择和

歪曲事实、刻意窄化新闻来源、极化人

们的判断，来混淆是非，左右公众的判

断 力 。 美 国《行 政 情 报 评 论》周 刊 指

出，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人对中国知

之甚少，这使得具有地缘政治动机的

人能够相对容易地描绘出一幅完全歪

曲的中国图景。

美国“谎言帝国”的名号不仅来源

于该国政客的外交“战绩”，美政界内

部也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在这个被党

争撕裂的国家，政敌间相互欺瞒打压，

为捞取政治利益浑水摸鱼蒙蔽普通民

众、牺牲民众的利益是家常便饭。远

的 有“ 水 门 ”，近 的 有“ 邮 件 门 ”“ 棱 镜

门”，各种“门”与“纸牌屋”轮番上演，

令人叹为观止。种种政治乱象之下，

吃亏的还是这个“民主国家”的普通百

姓——疫情中政客的反智行为让人民

用生命为其埋单，被华尔街把持的政

府一边说改善民生一边实施“大水漫

灌”，推高股市劫贫济富，进一步拉大

贫富差距。

今日美国是什么样子？北美大陆

上没有民主“灯塔”，也没有什么“山巅

之城”，有的只是斑驳开裂的“谎言帝

国”面具，迎风哀鸣。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9 日电 记

者李蓉）

扯下美国“谎言帝国”的面具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9 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驻俄罗斯、意

大利、德国、巴西等国大使近日分别在驻

在国媒体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指出，民

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不是少数国家的

专利，它不应成为攻击抹黑其他国家、干

涉他国内政、维护自身霸权的幌子和借

口。美国所谓“民主峰会”并不民主。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在俄《共

青团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民主峰会”

并不民主》。文章说，美国民主失序混

乱，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大选乱象、疫情

失控等问题交织震荡，无不暴露出美式

民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缺位和失效。

美国在自身民主问题堆积如山背景下召

开所谓“民主峰会”，不啻为莫大的讽刺

和滑稽的闹剧。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在意安克

罗诺斯通讯社发表署名文章《民主是全

人类的共同价值》。文章说，民主是全人

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美国搞所

谓“民主峰会”，反映出美方固守冷战思

维、奉行零和博弈，无疑将受到国际社会

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和批评。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日前在《柏林

报》刊登署名文章《世界需要更多的“建

桥者”而不是“建墙者”》。文章说，回顾

中德建交以来的合作历程，一条最重要

的启示就是，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

不是排斥和拒绝合作的理由，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应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和人

民相互走近的绊脚石。这个世界本就是

多元的世界，不同文化、宗教和制度也应

和平共存、交流互鉴，而非谁优于谁、谁

改变谁或谁取代谁。

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在巴西《环

球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美国所谓“民主

峰会”，以美式标准评判各国民主好坏，

本质是将民主工具化、私有化、武器化，

在全球划分阵营、制造分裂、挑动对抗。

中国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人

民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

民主。中国愿同国际社会团结协作，抵

制伪民主行径，共同捍卫全人类共同价

值，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取得新发展。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在《马尼

拉时报》《马尼拉公报》发表署名文章。

文章说，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必

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

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民主是全人类的

共同追求，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关键在

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而

且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

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唐松根在当地

《乌凯拉报》和《新星报》发表署名文章表

示，民主是各国人民都享有的权利，而不

是某一个国家独有的特权。文章说，中

国人民为中国民主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到

自豪，愿同各国和各国人民分享中国的

实践和经验，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模式

强加于人。中国将从其他文化的成就中

借鉴经验，欢迎有益的建议和建设性的

批评，但不会接受那些自认为优越、居高

临下的说教。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在接

受 白 俄 罗 斯 国 家 通 讯 社 专 访 时 表 示 ，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打着所谓“民

主”旗号拉帮结伙、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甚至蛮横打压遏制其他国家正常发展

和 享 受 更 好 生 活 的 权 利 ，恰 恰 是 最 大

的不民主。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陈国友在厄

“证实”网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民主不应

只有一种模式和标准。民主是全人类共

同价值，人权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梦想和

诉求。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将人

民的评价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

标准。民主不是装饰，检验民主的有效

性不是看许诺，而是看结果。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日前表

示，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是典型的

冷战思维，在世界上煽动意识形态对立

和矛盾，制造新的分裂，中方坚决反对。

中方呼吁各界有识之士共同抵制反民

主、伪民主行径，共同维护国际团结与合

作，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我驻多国使馆批驳美所谓“民主峰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月 8 日向 2021·

南南人权论坛致贺信，深刻阐明中国以

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宣示中方愿同

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弘扬全人类共同

价值，携手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的真诚愿望。

出席论坛的中外人士表示，习近平

主席的贺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

人权交流合作、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

指明方向。与会人士期待广大发展中国

家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协作，共同

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向着更加平等、全面、

均衡、进步的方向发展。

深刻阐明中国的人权观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以发展促进人权，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功走出一条

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权发展道路，推动中

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14 亿多中

国人民在人权保障上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人

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和全面的、发展的人权观。”中国

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韩大元说，

中国坚持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

基本人权，中国成功的人权实践是践行

《世界人权宣言》精神、认真履行国际人

权条约义务的重要体现。

“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

增长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医疗保险、养老

和预期寿命提高等方面。”阿根廷外交部

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卡洛托说，中国特别

注重弱势群体的健康、教育、住房和其他

基本福祉，不断提升社会包容性。

“中国将人的发展置于核心位置，我

们应该借鉴这一经验，一起前进，一起发

展。”中非共和国前外长杜巴纳说。

展现促进国际人权
事业健康发展的使命担当

“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实现

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

“世界各国人民应该也能够自主选择适

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与会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深刻阐释了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各国

实际相结合的中国主张，彰显了中方促

进平等合作、维护公平正义、推动完善全

球人权治理体系的使命担当。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文化人

权中心主任汤姆·茨瓦特说，中国领导人

大力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尊重文

化多元性、促进文明互学互鉴，这有助于

将人权议题置于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国际

语境中。

叙利亚总统特别顾问布赛纳·沙班

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体现本国文明和历

史的政治体制，西方国家那一套不应成

为世界上唯一标准。

多位与会人士表示，一些西方国家

自诩为“人权卫士”，对其他国家人权状

况指手画脚，却对本国存在的严重的人

权问题视而不见，是“假人权、真霸权”。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人权合作指引方向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严重

威胁各国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全球

1.5 亿人重返极端贫困，社会不平等和种

族歧视进一步加剧，世界各国尤其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人权保障和发展面临新的

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国愿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促进国

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多位与会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倡

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为促进南南人权合作提供了

新视角，对实现全人类共同繁荣发展具

有重要指导作用。

“波兰家园”公民协会副主席约瑟夫·

哈贝尔表示，就诸多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

础设施建设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并未提供

足够帮助。“中国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非

常重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这对实现这些

国家的发展权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基于相近的人权保障需求，发展中

国家应继续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措施，促

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

容的方向发展。”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主任常健说。

（新华社北京 12月 9日电 记者王

宾、董雪）

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注入动力
—习近平主席向2021·南南人权论坛致贺信引起与会人士热烈反响

中国援助阿富汗
新冠疫苗运抵喀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