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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长

期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

项重要工作，推动本国人权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为世界人权事业进步作

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中国人权事

业的进步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

重要贡献。中国始终把保障生存权放

在首要位置，用不足全球 9%的土地养

活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建起了

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民医疗

保障网络。中国始终把提升发展权作

为优先事项，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提前 10 年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的天更

蓝了，水更绿了，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

命更长了，妇女儿童等特殊人群得到

了更多保障。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顺

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

展道路。中国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

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民

的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英国伦

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

表示，世界越了解中国在人权领域所

取得的非凡成就，就越希望本国人权

状况的改善也能够得到同等程度的重

视和推进，也就越理解和认可中国。

中国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

动人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

方向发展。中国 5 次当选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成员；中国先后批准或加入了

26 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 6 项联合国核

心人权条约，注重将国内法律、政策等

与条约规定相衔接；中国同 20 多个国

家或组织举行人权对话或磋商，在平

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流互鉴、妥

处分歧；中国首次将“发展促进人权”

引入国际人权体系……近年来，中国

提出的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被写

入多个联合国文件之中，为推动国际

人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

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圭亚那前总

理摩西·纳加穆图认为，中国以人民为

中心的人权理念值得各国借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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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倡导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将人权议题置

于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国际语境中。

中国支持和帮助诸多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助力世界人

权事业发展进步。中国长期在基础设

施及教育、卫生、农业等领域向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提供支援和帮助。从坦赞铁路到毛

里塔尼亚友谊港，从中非友谊医院到

老挝琅勃拉邦医院，中国为许多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援建了一大批重大基础

设 施 ，成 为 当 地 重 要 的 经 济 、民 生 工

程。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 760 万人摆脱

极 端 贫 困 、3200 万 人 摆 脱 中 度 贫 困 。

截至 2021 年 4 月，中国已累计派遣援

外医疗队员 2.7 万人次，诊治患者 2.8

亿人次。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为全球团结合作抗击新

冠疫情贡献巨大力量。截至 2022 年 5

月上旬，累计向 153 个国家和 15 个国

际组织提供了 46 亿件防护服、180 亿人

份检测试剂、4300 余亿个口罩等抗疫

物资。巴基斯坦政府经济政策顾问穆

罕默德·汗说，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维护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权

与健康权。

需要指出的是，促进和保护人权

是全人类的事业，需要全人类共同努

力。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

“理想国”，不需要对别国颐指气使的

“教师爷”，更不能把人权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搞双重标准，以人权为借口干

涉别国内政。国际人权事务应由各国

共同商量，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要由各

国共同建设，人权发展成果要由各国

人民共同分享。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中国一直是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

展的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者。随着

中国发展向纵深推进，中国人民的各

项权利必将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中

国也将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

更多、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5月 26 日电 记者

丁静）

推动世界人权事业进步的中国贡献

新华社北京 5月 26日电 （记者马

卓言）针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

期涉华消极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敦促斯托

尔滕贝格停止散播针对中方的抹黑言

论。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不要再企图

搞乱亚洲，搞乱全世界。

有记者问：据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

尔滕贝格 24 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是

“威权主义”大国，中俄两国曾呼吁北约

停止扩大和解散，这对北约安全构成威

胁，因此北约必须要予以应对。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北约秘

书长不断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和抹黑攻

击，妄议中国政治制度和对内对外政策，

鼓噪“中国威胁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予以强烈谴责。

“北约一方面呼吁其成员国加大军

费开支，要求成员国军费达到或超过占

GDP2%的水平，另一方面对中国正常的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说三道四，这是

典型的双重标准。”汪文斌说。

他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将核力

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

国国防费占 GDP 比重长期保持在 1.3%

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不像

有些北约国家那样以武力威胁他国，不

搞军事同盟，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从未

将手伸进别人家里，也不主动打贸易战，

不无端打压他国企业，何谈中国威胁北

约安全？”

汪文斌指出，北约多次公开表示，

北 约 作 为 区 域 性 联 盟 的 定 位 没 有 变

化，不寻求地理突破，也不寻求到其他

地区扩员。但近年来北约却不断进入

亚 太 地 区 ，一 些 北 约 成 员 国 不 停 派 飞

机、军舰到中国周边海域搞军事演习，

制 造 局 势 紧 张 、挑 动 矛 盾 。“ 北 约 持 续

突破地域和领域，鼓吹集团对抗的‘新

冷战’，国际社会对此理应高度警惕并

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停

止散播针对中方的抹黑言论，放弃以意

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北约已经搞乱了欧

洲，不要再企图搞乱亚洲，搞乱全世界。”

汪文斌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北约不要再企图搞乱亚洲、搞乱全世界

据新华社霍尼亚拉 5 月 26 日电

当地时间 5 月 26 日，所罗门群岛总理索

加瓦雷在霍尼亚拉总理府会见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

索加瓦雷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

的诚挚问候，衷心感谢中方为所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和巨大帮助，表示所方坚定

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捍

卫一个中国原则，始终同中方肩并肩站

在一起，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索加瓦雷说，中国已成为所最大的

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和可信赖的发展伙

伴，感谢中方为所提供抗疫物资、快速检

测设备并派遣医疗队，赞赏中方在霍尼

亚拉发生骚乱后及时提供警用物资，派

遣警务顾问，助力所维护社会治安。所

中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合

作，各领域联系日益紧密，为所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福祉。

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索加瓦雷总

理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赞

赏所方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意志和发展

中所友好合作的强烈愿望，赞赏所方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坚持奉行对华友好政

策。中方同样坚定支持所方维护国家主

权独立，维护国内团结统一，坚定支持所

方按照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快实现国

家繁荣富强。

王毅表示，友好不分先后，中所建交

时间不长，但开局好、起步稳、发展快。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前景

广阔，已成为相互信赖的好朋友、相互支

持的好伙伴。事实证明，所方作出所中

建交的政治决断，完全符合时代发展和

进步潮流，完全符合所人民的根本和长

远利益。中方愿与所方本着只争朝夕、

后来居上精神，将中所关系打造得越来

越“铁”，合作推进得越来越深，更好地造

福两国人民。

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会见王毅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5月 25日表示，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卡洛特水电站将为巴基斯坦提供清洁廉

价的电力，促进巴绿色发展。这是 4月 9日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卡洛特地区航拍的卡洛特水电站项目。 新华社发

本报南京 5月 26 日电 特约记者

莫小亮、记者钱晓虎报道：为践行习主席

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

体 理 念 ，构 建 更 加 紧 密 的 中 非 命 运 共

同 体 ，加 强 与 几 内 亚 湾 周 边 国 家 军 队

的 海 上 安 全 合 作 ，中 国 军 队 于 5 月 24

日举办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视频研

讨会。

据介绍，此次会议主题为“海洋命

运共同体视域下几内亚湾海上安全”。

海军司令员董军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

言，几内亚湾周边国家海军、海岸警卫

队 领 导 及 有 关 地 区 组 织 负 责 人 参 加 。

与会代表围绕“几内亚湾海上安全与经

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几内亚湾安全发

展：海上力量的作用与行动”“中非海上

安全合作新愿景”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

讨交流。

中国军队举办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视频研讨会

5月 24日，中国海军第 41批护航编队在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途中进行油料和淡水补给。图为编队综合补给舰巢湖

舰为导弹护卫舰南通舰进行纵向补给。 温子东摄

本报北京 5月 26 日电 记者李姝

睿、谢菲报道：国防部 26 日举行例行记

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吴谦就近期热点问题介绍了相关情

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最美的青春应当与祖国
同在与时代共鸣

5 月 10 日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国 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有记者问，全军部队学习

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有哪些思路

举措？

吴谦表示，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全面回顾百年来共青团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的青春历程，深刻阐明

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历史经验，对当代

青年寄予殷切期望，对做好新时代共青

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是新时代党的青

年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吴 谦 说 ，我 军 是 党 绝 对 领 导 下 的

人民军队，青年官兵是我军的主体，是

实 现 中 国 梦 强 军 梦 的 生 力 军 。 近 日 ，

全 军 青 年 工 作 座 谈 会 在 京 召 开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主 席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研 究

推 动 新 时 代 军 队 青 年 工 作 创 新 发 展 。

根 据 会 议 部 署 要 求 ，各 级 要 把 学 习 贯

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

任 务 ，推 动 新 时 代 军 队 青 年 工 作 不 断

开创新局面。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打牢青年官兵思

想政治基础。各级团组织当好为党育人

的“政治学校”，突出“思辨性”讲好创新

理论，注重“精细化”解开现实困惑，着眼

“兵之初”厚植红色基因，持续加强青年

官兵政治训练，源源不断培养坚定举旗

人、合格接班人。

二是锚定备战打仗着力提高青年

工作贡献率。各级团组织把服务备战

打仗作为价值所在，刚性落实战斗力标

准，激励青年官兵精武强能，培塑能战

敢胜青年典型，激励青年官兵在军事斗

争准备主阵地、重大任务第一线、科研

攻 关 最 前 沿 、基 层 实 践 大 熔 炉 磨 砺 本

领、贡献力量。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增强团的吸引力

凝聚力。适应使命任务新拓展、体制编

制新变化、网络时代新要求、青年官兵新

特点，推进基层党支部、团支部、军人委

员会“三大组织”联建联创, 加强网上共

青团建设，深化读书成才活动, 建立常

态联系服务青年机制，增强团的工作时

代感、实效性。

四是紧抓从严治团提高科学化规范

化水平。对标全面从严治党经验做法，

坚持全方位、高标准严管严治，规范团的

组织设置，严格团的工作运行，建强团干

部和骨干队伍，推动团的建设正规有序、

面貌一新。

吴谦强调，奋斗者，正青春。最美的

青春应当与祖国同在，与时代共鸣。全

军官兵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在青春赛道上跑出最好成绩，在奋斗

征程中唱响强军战歌，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
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

吴谦表示，30 多年来，中国军队派

出维和官兵的数量和类型全面发展，中

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关键

力量。

1990 年 4 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

督组织派出 5 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了中

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光辉历

程 。 30 多 年 来 ，中 国 军 队 派 出 维 和 官

兵 的 数 量 和 类 型 全 面 发 展 ，从 最 初 的

军事观察员，发展到工兵分队、医疗分

队、运输分队、直升机分队、警卫分队、

步 兵 营 等 成 建 制 部 队 以 及 参 谋 军 官 、

军 事 观 察 员 、合 同 制 军 官 等 维 和 军 事

专业人员。

“中国维和官兵的足迹遍布柬埔寨、

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塞浦

路斯、南苏丹、马里、中非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在推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

安全稳定、促进驻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吴谦说。

30 多年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 25 项

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官兵近 5 万人次，

有 16 名官兵献出宝贵生命。目前，我军

共有 2240 名官兵在 7 个维和任务区和联

合国总部执行任务。吴谦说，中国军队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始终牢记履行大

国担当、维护世界和平、服务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为世界和平英

勇出征、砥砺前行，中国“蓝盔”成为联合

国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

吴谦表示，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世

界和平，已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第一大出兵国。在今年下半年，中

国军队计划举办“共同愿景”维和国际

论坛。“共同愿景”维和国际论坛，与之

前我军举办的“共同命运”国际维和实

兵演习、“共同使命”维和特派团指挥所

推演，组成中国军队定期举办的“共同”

系列维和行动国际品牌，欢迎世界各国

积极参加。

2002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将每年的 5 月 29 日指定为国际维和人员

日，缅怀和纪念为联合国维和而献身的

维 和 人 员 ，赞 扬 各 国 维 和 人 员 作 用 贡

献。“今年 5 月 29 日恰好是第 20 个国际

维和人员日,在此我向包括中国维和官

兵在内的所有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

员致以崇高敬意！也希望你们在完成任

务的同时一定注意安全，祖国和亲人等

你们回家！”吴谦说。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心机
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针对美国国务院近日在涉台政策表

述上自相矛盾一事，吴谦表示，美方在台

湾问题上的心机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以台制华”是痴心妄想。中

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坚定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网站

近期更新了“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删除

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

‘台独’”等表述。美国务院发言人随后

又解释称，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方仍

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美国国务院在涉台政策的

表述上自相矛盾，暴露出来的心机，可以

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段时间

以来，美方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妄图采用“切香肠”的方式，实现“以台制

华”的图谋，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正

告美方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

一定会切到自己的手。中国人民解放军

严阵以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粉碎任

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坚定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日方根本没有资格对台湾
问题说三道四

有记者问：据日媒报道，日 2022 年

版《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曝光。草案

称，台海局势稳定对日安保至关重要，日

将持续关注台海局势。另据报道，日自

民党青年局代表团近日访台，有议员称，

中国大陆以前所未有的军机数量进入台

湾“防空识别区”，而台湾是日本重要友

人，因此日本将其当作自身事务看待。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

容日方置喙和插手。众所周知，日本当

年曾以侵略扩张手段攫取台湾，对台殖

民统治 50 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日

方根本没有资格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

吴谦强调，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日方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

注。我们要求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

切实反省自身罪责，以实际行动取信亚

洲邻国。

就近期热点问题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