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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际军事比赛-2022”

本报莫斯科 8 月 27 日电 田磊

报道：当地时间 8 月 27 日，“国际军事

比赛-2022”闭幕式在俄罗斯莫斯科

州郊外的爱国者公园举行。

当天 15 时许，“坦克两项”决赛在

阿拉比诺靶场举行。中国参赛队与俄

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赛

队同组展开角逐。中国参赛队 3 个车

组密切配合、发挥稳定，取得接力赛第

三名、项目总评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本届比赛于 8 月 13 日至 27 日进

行，由中国、俄罗斯、伊朗等 12 个国家

共 同 承 办 ，来 自 37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270 余支队伍参赛。中国军队派出 9

支 参 赛 队 、共 205 名 官 兵 出 国 参 赛 。

比赛期间，中国陆军出国参赛队员积

极拼搏，奋勇争先，取得“坦克两项”

“狙击边界”“战术射手”3 个项目比赛

总评第二名，“汽车能手”“厄尔布鲁士

之环”2 个项目比赛总评第三名。

国际军事比赛由俄罗斯国防部发

起，经过 9 年时间发展，已经逐渐成为

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开放型国

际军事交流合作平台。

右图：“坦克两项”决赛中，中国参

赛队驾驶的坦克在高速机动。

罗 坤摄

沙 场 砺 兵 淬 锋 芒
“国际军事比赛-2022”闭幕 中国参赛队取得佳绩

当地时间 8月 27日，中国第 25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修建的乌维拉地区民事办事处搬迁一、二期工程竣工。图为

维和官兵拉运土石料。 郭珠江摄

随着中欧班列（西安—汉堡）21

日 从 西 安 国 际 港 站 开 出 ，今 年 以 来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达 10000 列，较去

年 提 前 10 天 破 万 列 ；今 年 累 计 发 送

货物 97.2 万标箱，同比增长 5%，综合

重箱率达 98.4%。

目前，中欧班列已铺画了 82 条运

行线路，通达欧洲 24 个国家 200 个城

市，逐步“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中

欧班列运送货物种类不断扩大，运量

持续增长，维护着国际产业链的稳定

通畅，也成了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桥

梁纽带。

在德国杜伊斯堡市，中欧班列带

来的多元化商品和中间产品，有效拉

动当地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租

赁商业和服务业需求。

根 据 德 国 杜 伊 斯 堡 港 口 集 团 数

据 ，2021 年 ，其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8.9%，净利润增长超 30%。其中，与

中国相关业务持续发展，当年往返于

杜伊斯堡和中国城市之间的中欧班

列达到单周最高 70 列，创下杜伊斯堡

港中欧班列新纪录。杜伊斯堡港口

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库斯·班恩认为，

中欧班列将会继续良好发展。

杜 伊 斯 堡 市 政 府 中 国 事 务 专 员

马库斯·托伊贝尔表示，2014 年仅有

40 家中国企业在杜伊斯堡落户，如今

已 有 超 过 百 家 中 国 企 业 在 此 发 展 。

杜伊斯堡市期待并邀请更多中国企

业入驻。

在白俄罗斯，中欧班列源源不断

把 当 地 生 产 的 奶 粉 、木 材 、亚 麻 纤

维、淀粉、奶酪和半成品肉类运送到

中国市场。

白 俄 罗 斯 战 略 研 究 所 分 析 员 阿

夫多宁指出，考虑到地缘政治风险，

传统运输路线在价格、交付确定性上

都有一定优势。他认为，中欧班列为

世界经济带来推动作用。一些数据

已经显示，加快货物交付将有助于提

高沿线国家经济增长，这在新冠疫情

和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尤其具有

现实意义。

法 国 国 营 铁 路 公 司 下 属 福 瓦 迪

斯公司中欧产品开发部大客户经理

党珊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首列“重庆—杜伊斯堡”班列发展

至今，中欧班列经历了大发展。如今，

中欧班列不仅是一种绿色低碳的运输

方式，更成为国际物流领域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时效快和可持续

的特性深受法国企业欢迎。

党 珊 珊 说 ，2021 年 是 中 法 铁 路

运 输 合 作 成 果 显 著 的 一 年 ，中 欧 班

列在传统路线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

步 延 伸 和 发 展 。 中 法 直 达 往 返 路

线 ，特 别 是 西 安 — 巴 黎 往 返 班 列 的

常 规 运 行 ，受 到 越 来 越 多 法 国 企 业

的 支 持 、关 注 和 喜 爱 。 中 法 两 国 在

世 界 舞 台 上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 ，而 中

法 班 列 的 健 康 、稳 定 、高 效 运 行 ，必

将在促进和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

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期待中欧班

列迎来更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8月 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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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左胜男、记者孙兴维报道：

近日，全军首次维和医疗分队部署前基

地化训练在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卫勤训练

基地圆满结束。

为进一步提高维和医疗分队卫勤

保 障 能 力 ，在 中 央 军 委 机 关 有 关 部 门

的 指 导 协 调 下 ，此 次 训 练 共 安 排 军 委

机 关 、军 事 科 学 院 、国 防 大 学 、国 防 科

技大学等单位的 30 余名专家教授开展

专题辅导、典型案例推演。同时，组织

医 疗 分 队 利 用 远 程 医 疗 会 诊 系 统 、国

际互联网参与联合国纽约总部视频授

课，与相关任务分队进行交流研讨，完

成 2 批次综合演练的分组作业、连贯作

业和考核评估工作。

此次训练以联合国维和卫勤保障

任 务 、标 准 、规 范 和 流 程 为 牵 引 ，按 照

“任务需求—行动能力—部署前训练”

逻辑链路，突出战场需求、任务需求和

应急需求，设置维和行动政策法规、组

织 指 挥 、日 常 门 急 诊 、伤 员 救 治 与 后

送 、卫 生 防 疫 、传 染 病 防 治 、心 理 应 激

防控、应急处突等 8 个课程模块，采用

模块化课程设计、实景化现场模拟、案

例 化 桌 面 推 演 、基 地 化 综 合 演 练 等 方

式组织实施。

据 了 解 ，全 军 首 次 维 和 医 疗 分 队

部 署 前 基 地 化 训 练 贯 穿 5 月 至 8 月 ，

分 2 批 次 为 4 支 维 和 医 疗 分 队 的 100

余 名 官 兵 进 行 了 针 对 性 训 练 ，相 关 专

业 人 员 分 别 取 得 战 伤 自 救 互 救 员 资

质 认 证 、基 础 生 命 支 持 资 质 认 证 、战

时 损 伤 控 制 手 术 与 复 苏 资 质 认 证 、战

伤 自 救 互 救 教 练 员 资 质 和 高 级 生 命

支 持 资 质 认 证 。 综 合 演 练 结 束 后 现

场 指 导 专 家 评 价 ，目 前 维 和 医 疗 分 队

已 完 全 具 备 在 维 和 任 务 区 执 行 任 务

的能力。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是一次实战化、基地化、规

范化、国际化的专业培训。下一步，全军

维和医疗分队部署前基地化训练将常态

举行，同时还将继续依托陆军军医大学

开展创新训练课程体系研究，加快承训

能力建设和标准规则制定，切实提高维

和医疗分队任务能力。

全军首次维和医疗分队部署前基地化训练圆满结束

由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举办的首届

“共同愿景”维和国际论坛日前在京举

行。百余名维和领域专业人士围绕“让

和平愿景变为现实”进行深入研讨。在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维和培

训中心主任、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高级

教官蔡辉看来，这是中国履行守护和平

庄严承诺的最新举措，折射出中国对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不断提升。

“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

提升，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事务中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蔡辉介绍，自 1990 年

4 月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 5 名军

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 25 项

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5

万多人次。中国积极落实在联合国维

和峰会上的承诺，组建了 8000 人规模的

维和待命部队，包括 10 类专业力量、28

支分队，是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数量最

多、分队种类最齐全的国家。目前，中

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

会费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

出兵国，被联合国誉为“维和行动的关

键力量”。

“除了资金、人员等有形贡献外，中

国对维和行动的贡献逐步向提供方案、

智慧升级，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注入新活

力。”蔡辉说，近年来，中国军队派员主

持或参加了多个维和专业领域行动手

册等文件的编写修订工作。中国倡议

并提交的首个关于维和人员安全问题

的决议草案，在安理会获得一致通过，

充分彰显了中国在维和领域从行动实

践到观念引领的深刻转变。此次“共同

愿景”维和国际论坛，与中国军队此前

组织的“共同命运”国际维和实兵演习

和“共同使命”维和特派团指挥所推演，

共 同 组 成 了 中 国 军 队 定 期 举 办 的“ 共

同”系列维和国际品牌，展现了中国军

队的大国担当，成为中国对联合国维和

事业的最新贡献。

“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人类命运休戚

与共。”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安全环境

愈发复杂，受制因素日趋增多，职能任务

更加繁重，维和人员履行使命任务的风

险不断增加，维和特派团的工作效率以

及与当地民众的关系等方面也面临新的

考验。蔡辉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践行

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新安全观，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

国维和行动，与联合国和世界上爱好和

平的国家一道，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愿景不懈努力。

（本报北京8月 27日电）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不断提升
—专访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维和培训中心主任蔡辉

■本报记者 吕德胜 彭冰洁

新华社联合国 8月 27日电 （记者

尚绪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

议大会经过近一个月的磋商和谈判于

26 日深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会议

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

会 议 决 定 第 十 一 次 审 议 大 会 于

2026 年在纽约举行。第十一次审议大

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在

维也纳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分别

于 2024 年和 2025 年在日内瓦和纽约举

行。会议决定，为加强条约后续审议进

程，将成立一个对所有缔约国开放的工

作组。

第十次审议大会主席兹拉维宁对会

议未能达成成果文件深表失望。他在闭

幕讲话中说，当前国际局势对此次审议

大会谈判进程和会议结果产生了巨大的

消极影响。但他同时也表示，此次大会

完成了对条约义务和承诺各方面的审

议、互动、对话、谈判的任务。各代表团

在大会期间重申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重要性并承诺保持条约的适用性、维

持条约的信誉。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中国

裁军大使李松率领代表团参会。会议期

间，中国代表团全面介绍了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并把“共同安全”

写入成果文件草案；高度评价条约的地

位和作用，主张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

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并

强调条约在服务和平与发展方面的重

要作用，这一积极表述也写入了成果文

件草案。中方全面阐述中国维护以条

约为基石的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

系的立场；抨击美国在冷战思维驱动下

执迷“大国战略竞争”、谋求绝对战略优

势、强化军事同盟、在欧亚大陆东西两

侧挑动阵营对立对抗、推进核导等战略

力量前沿部署等一系列消极举措；驳斥

美国代表妄称中国加速扩张核武库和

拒绝同美方就核军控问题开展实质性

对话的无端指责；表示坚决反对美英澳

开展核动力潜艇合作，并警示日本和相

关国家不得在亚太地区复制“核共享”；

迫使日本代表在会上公开申明日本政

府坚持“无核三原则”、不寻求“核共享”

安排；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表达严

重关切。

李松在闭幕会议上指出，尽管本次

大会未能达成最后文件，但各方理念、立

场和诉求不断碰撞激荡，在复杂矛盾分

歧中寻求共识，这对认识和思考当前国

际形势经历的深刻复杂演变，探讨应对

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面临的严峻挑战具有

重要意义。李松强调，这是共同安全理

念和真正多边主义的重要实践。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 年生效，

其主要目标是防止核武器和核武器技术

扩散、促进和平使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以

及推动实现核裁军。条约规定，生效后

每 5 年召开一次审议大会，审议条约执

行情况。第十次审议大会原计划 2020

年 4 月至 5 月间举行，但因新冠疫情推迟

至今年 8 月。

2015 年第九次审议大会也未能形

成最后成果文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

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与国际关

系学系主任谢里夫·加利日前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为新型全球化

和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推动全球化

进程更公平、更包容。

加利说，在很长一段时期，西方主导

的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西方政治

制度、经济体系和思想文化，实现对全球

的利益收割，大部分非洲国家和其他许

多发展中国家无法从这样的全球化进程

中真正受益。

加利认为，文化领域也是如此。“所

谓的普世文化实际上是欧洲文化或者美

国文化，西方文化席卷世界各地……他

们将自己的文化全球化。”

加利说，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发

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越来

越 大 ，并 开 始 通 过 各 种 多 边 合 作 机 制

和平台，推动全球化进程更公平、更包

容。“中国是新的全球体系的推动者之

一。”

对于近期西方某些机构和政客鼓

吹所谓“与中国脱钩”，加利指出，这只

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中国迅速发展的

事实，并且担心中国的成功给其他发展

中国家树立榜样，动摇其主宰全球利益

的地位。

加利认为，中国影响力不断提升，在

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无法替代，所谓“与

中国脱钩”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无论走

到哪里，你都会看到中国制造，”加利说，

“在如今的工业和经济体系中，没有中国

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加 利 表 示 ，中 国 参 与 的 全 球 供 应

链是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的 重 要 依 靠 ，中 国 提 出 的“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不断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发展所

必 需 的 基 础 设 施 ，中 国 积 极 开 放 的 庞

大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加

利 强 调 ，“ 与 中 国 脱 钩 ”在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没 有 市 场 ，因 为“ 与 中 国 脱 钩 ”就

是 与 机 会 脱 钩 。“ 没 有 中 国 ，全 球 化 难

以为继。”

（新华社阿布贾 8月 28日电 记者

郭骏）

中国是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
—访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国际关系专家谢里夫·加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