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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1日电 综合新

华 社 驻 外 记 者 报 道 ： 7 年 前 的 今 天 ，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

峰 会 在 上 海 举 行 ，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主持会议并发表题为 《积极树立亚洲

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 的主

旨 讲 话 ， 全 面 阐 述 共 同 、 综 合 、 合

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多国人士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叠加的当下，亚洲安全局势面临诸多

挑战。习近平主席 7 年前提出的亚洲

安 全 观 的 前 瞻 性 和 现 实 意 义 更 为 凸

显，有助于各国在新形势下秉持多边

主义，捍卫公平正义，实现本地区和

平、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乌兹别克斯坦新闻与大众传媒大学

教授图尔苏纳利·库兹耶夫表示，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亚洲安全观促进各国合作解

决安全问题，是中国在安全领域对世界

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亚洲命运共同体既是生存

之道，也是发展之策，是引领亚洲迈向

发展新阶段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世界

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

巴基斯坦总理外交事务咨询委员

会成员阿迪勒·纳吉姆认为，在全球

新冠疫情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

观尤为重要。不仅亚洲地区应践行这

一新安全观，全球范围内也应致力于

此。秉持多边主义、捍卫公平正义等

理念对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十分重要。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略研究所外事

咨询师舍拉迪尔·巴克特古洛夫说，为

构建一个和平、繁荣的亚洲，为应对新

形势下的安全挑战，包括吉尔吉斯斯坦

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加强和深化多领

域合作。习近平主席的主张为亚洲各国

人民密切相互联系奠定了基础，反映了

各国人民追求地区和平、安全、稳定、

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愿望。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下属

的 世 界 经 济 政 治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叶 尔

兰·马季耶夫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亚洲安全观丰富了亚洲地区安全合作

理念，倡导在亚洲建立一个更具包容

性和开放性的安全架构。

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钱明

光说，亚信会议为成员国之间增进互

信、增强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近

年来为亚信会议发展所做的方方面面工

作也切实践行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亚洲

安全观。例如，中国举办的亚信金融峰

会已成为成员国开展前瞻性区域金融务

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为各国经济走上强

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建言

献策，对促进地区共同繁荣和全球经济

复苏发挥重要作用。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专

家理事会俄方主席尤里·塔夫罗夫斯

基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亚洲安全

观对地区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

所倡导的坚持同舟共济、促进战略信

任、倡导互利共赢、秉持多边主义、

捍卫公平正义等正成为国际关系中的

“灯塔”。俄罗斯和中国都致力于维护

亚洲稳定，两国的安全合作在维护亚

洲的稳定和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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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肝胆相照的国家，这是一

种命运与共的友谊。

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之 一 。 1951 年 5 月 21 日 ，中 巴 正 式 建

交。70 年来，两国守望相助，已发展成

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硕果累累，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

巴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2015 年 4 月 21 日，巴基斯坦首都伊

斯兰堡的议会大厦演讲大厅内座无虚

席。首次访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演讲中回顾了两国交往的历史：“建交以

来，在两国历代领导人关心和培育下，在

两国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中巴建立了全

天候友谊，开展了全方位合作。无论国际

风云和两国国内局势如何变化，两国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一贯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这份情谊堪称独一无二。”

在伊斯兰堡，至今仍有老一辈中国

领导人留下的历史印记。在离议会大厦

不远处的使馆区，有一条主干道名为周

恩来大道，这是巴第一条以外国领导人

名字命名的道路。向着大道西南方夏克

巴里安山的国际友谊林望去，周恩来总

理第二次访巴时亲手植下的乌桕树挺拔

而立，这是友谊林中第一棵外国领导人

植下的友谊之树。

历经 70 年风云变幻，中巴友谊牢不

可破，坚如磐石。两国政府和人民用行

动诠释着“铁杆兄弟”的情谊。

新 中 国 打 破 外 部 封 锁 、恢 复 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等 ，都 离 不 开 巴 基 斯 坦 的

宝 贵 支 持 ；2008 年 中 国 汶 川 发 生 特 大

地 震 ，巴 基 斯 坦 以 全 部 战 略 储 备 帐 篷

倾 囊 相 助 ；2010 年 巴 基 斯 坦 遭 受 特 大

洪 灾 ，中 国 派 出 历 史 上 最 大 规 模 的 医

疗救援队……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两国政府和人

民全力支持彼此抗疫。中国遭受疫情侵

袭之初，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第一时间

向习近平主席致函慰问。巴参议院和国

民议会先后通过决议，坚定支持中方抗

疫。巴政府和社会各界全力向中方提供

口罩等防疫物资。

巴基斯坦遭受疫情侵袭之时，中国

派出医疗专家组，援助多批防疫物资。

在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后，巴基斯坦

成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疫苗的第一个受

援国，巴军队也是第一个接受中国军队

新冠疫苗援助的外国军队。

阿尔维说，巴中友谊“比山高、比海

深、比蜜甜”，双边关系不断发展深化，成

为国与国交往的典范。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实现共同发

展的重要抓手。我们要发挥走廊建设对

两 国 务 实 合 作 的 引 领 作 用 。”6 年 前 ，

习 近平主席的倡议吹响了走廊大规模

建设的“集结号”。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

目，中巴经济走廊于 2013 年启动建设。

2015 年 ，两 国 明 确 了 以 走 廊 建 设 为 中

心，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合作为重点的“1+4”合作布局。

“走廊规划和布局要兼顾巴基斯坦

各地区，让发展成果惠及巴基斯坦全体

人民，进而惠及本地区各国人民。”6 年

前习近平主席的嘱托，已成为巴基斯坦

人民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说，中巴

经济走廊合作启动后，中国连续 6 年成

为巴最大贸易伙伴，连续 7 年成为巴最

大投资来源国，走廊累计为巴带来 254

亿美元直接投资。

中巴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正式

生效后，两国贸易自由化水平大幅提高。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20年中国自巴

进口21.2亿美元，同比增长17.5%。

目前，巴政府已经确定 9个特别经济

区。由中巴两国公司共同开发建设的拉

沙卡伊特别经济区，就是其中之一。项目

位于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将通过吸

引中巴企业入驻，拓展产业合作空间，打

造一个制造业中心，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主席

巴杰瓦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填补了巴

在能源、通信等方面的空白，接下来将通

过工业化和扩大农业领域的合作创造更

多就业和投资机会，让走廊建设惠及更

多民众。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说，巴方高

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对巴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巴政府愿与中

方一道加快推进走廊项目建设。

站在建交 70 年新的历史起点上，中

巴友好和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成为

巴基斯坦各界共识。展望未来，高质量发

展的中巴经济走廊将展现更美好的前景。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5 月 21 日电

记者蒋超、李浩、邓凯尹）

上图：2021 年 3 月 17 日，中国政府

援助巴基斯坦第二批新冠疫苗交接仪式

在巴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努尔汗空军基

地举行。巴基斯坦是中国政府对外援助

新冠疫苗的第一个受援国，巴基斯坦军

队也是第一个接受中国军队新冠疫苗援

助的外国军队。 新华社发

肝 胆 相 照 命 运 与 共
——写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0周年之际

巴中关系自两国建交以来不断发展

深化，已经成为国与国交往的典范，巴基

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日前在位于首

都伊斯兰堡的总统府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说。

阿尔维说，巴中交往独具特色，巴基

斯坦人民习惯用“比山高、比海深、比蜜

甜”来形容巴中全天候友谊，“这样的描

述可谓恰如其分”。

他表示，两国铁杆情谊不仅存在于

政府间，两国人民也视彼此为亲密朋友，

积极广泛开展合作。

回顾过去 70 年的交往，阿尔维说，

巴中两国共同书写了许多动人篇章。从

巴基斯坦帮助新中国打破外部封锁，到

数百名两国工程人员为修建喀喇昆仑公

路献出宝贵生命，再到新冠疫情初期中

国政府和人民向在华巴基斯坦留学生提

供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样的感人故事我

能说出很多很多”。

阿尔维说，巴中两国在许多国际事

务上观点相似，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

题上始终相互支持。

关于巴中合作，阿尔维特别谈到中巴

经济走廊，认为该项目为巴基斯坦带来了

急需的电能，改善了交通基础设施，使巴

基斯坦人民的生活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善。

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标志性项目，于 2013 年启动建设。2015

年，中巴两国政府确定了以中巴经济走廊

为中心，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

施、产业合作为重点的“1+4”合作布局。

阿尔维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一个富

有远见的项目，目前正聚焦特别经济区

建设，吸引中国和其他国家企业来此投

资兴业，这将有利于推动巴工业化进程，

创造更多就业。此外，瓜达尔港能够为

中亚国家提供理想的出海通道，有利于

深化地区互联互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阿尔维对此表示祝贺。他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在过去数十年取得的巨大发展

成就，尤其是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

巨任务表示赞赏。

阿尔维说：“让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十

分了不起。巴基斯坦正在学习中国的脱

贫经验，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福利等

多个方面入手，希望也能让越来越多的

巴基斯坦人脱贫。”

阿尔维表示，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中国人民的高度配合，中国有效

控制新冠疫情，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许

多国家都向中国学习了抗疫经验。

他对中国向巴基斯坦派遣医疗专家

组并援助抗疫物资表示感谢，强调新冠

病毒不分种族，没有国界，一些国家试图

利用疫情来污名化中国是不可接受的。

站在巴中建交 70 周年的新起点上，

阿尔维说，巴中关系历久弥坚，在双边以

及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前景广阔，“两国关

系将愈发甜蜜深厚”。

“世界正处于变局之中，巴中团结合

作变得日益重要。”阿尔维说，不论是应

对气候变化还是抗击新冠疫情，同时还

包括解决地区和国际性问题，两国携手

合作都非常重要。

“ 世 界 上 有 些 国 家 试 图 搞 孤 立 主

义，而非扩大‘朋友圈’，这值得我们警

觉。”阿尔维指出，只关心自身，全然不

顾世界上其他国家利益的做法是不可

取的，“未来需要多边主义，包括巴中在

内各个国家间应开展更广泛合作，只有

这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人民生

活变得更加幸福。”

（新华社伊斯兰堡 5月 21日电 记

者李浩、蒋超、刘天）

巴中关系是国与国交往的典范
——访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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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一直以来，中国将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理念付诸实践，不仅着力加强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还深
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大力推动环境领域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即日起，本报开设“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专栏，立体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和对全球生态
治理所作出的贡献，敬请关注。 —编 者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

来，中国不仅着力加强国内生态文明

建设，还深度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切

实履行生物多样性等相关条约义务，

提前完成 2020年设立自然保护区等相

关目标。中国始终秉持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理念，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

义，向世界贡献高质量的发展方案。

当前，生物多样性正面临严峻危

机 ，对 人 类 社 会 构 成 的 影 响 前 所 未

有。根据 2020 年 9 月联合国发布的第

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人

类已经改变了地球 75%的陆地表面，

地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不断退

化；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灭绝和

种群大规模减少，近 100 万个物种濒

临灭绝，约占人类已知物种总量的八

分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生

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可持

续发展面临的一大危机。

联合国发布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报

告指出，全球最近 10 年在保护生物多

样性方面未能达成目标，环境持续恶

化正在增加疾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

风险。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向

人类社会发出警告，人与自然是命运

共同体，人们应该意识到在保护地球

生态方面采取实际行动，做出更多改

变。各国命运休戚与共，为实现人类

永续发展，我们需要一个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地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实

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到成立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先后

与 100多个国家开展环保交流与合作，

美丽中国的建设让世界眼前一亮。森

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 7000 万公顷，居

全球首位；长时间、大规模治理沙化、

荒漠化，有效保护修复湿地，生物遗传

资源收集保藏量位居世界前列；90%的

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85%的重点野生

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

习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上指出：“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

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

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

洁、美丽的世界。”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坚持

环境友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和行

动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过去多年间，中国采取重要措施

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经验丰富、成果斐然。”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前执行秘书布劳略·

迪亚斯曾多次访问中国，尤其赞赏中国

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以及利用现代生

物科学技术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今年 10 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中国

昆明举行，大会将制定“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绘制未来 10 年

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共启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新进程。中国愿以此为契

机，同各方一道推动框架谈判进程，制

定科学有效目标，强化行动保障机制，

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大计，推动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携手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李姝睿

共 建 地 球 生 命 共 同 体

新华社北京 5月 21 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多国人士认为，新冠

疫情肆虐之时，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是全球当务之急，中国正以实际

行动践行这一理念，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为全球抗疫合作指明方向。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奥努纳伊朱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契

合当前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新冠疫情的需

要，反映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的决心。中国为全球抗疫作

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期待未来非中双方

在卫生健康等领域开拓新合作空间。

柬埔寨国会第二副主席昆·索达莉

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以高度

责任感及时行动，迅速向湖北派遣医务

人员、运送医疗物资，并向其他有需要

的地区协调医疗资源，中国的疫情防控

行动坚持人民至上，所取得的成果激励

着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中国

学习。

巴基斯坦《每日快报》专栏作家阿

斯拉姆·汗说，习近平主席倡导共同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卫 生 健 康 共 同 体 ，具 有 很

强 的 现 实 意 义 。 新 冠 疫 情 暴 发 以 来 ，

携手应对疫情挑战成为多数国家的迫

切 需 求 ，中 国 同 包 括 巴 基 斯 坦 在 内 的

许 多 国 家 分 享 抗 疫 知 识 ，并 对 外 援 助

疫 苗 等 抗 疫 物 资 ，为 这 些 国 家 抗 疫 提

供了宝贵支持。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傅晓岚说，中国倡议共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对促进全球公共卫生

事业发展非常重要。相信中国将继续为

全球抗击疫情作出贡献，中国创新、生产

能力不断提高，将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

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菲律宾时事评论员张兴万说，中国

向菲律宾提供新冠疫苗，助力菲尽快控

制疫情并重启经济。中国一直践行将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为促进全

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可及性和

可负担性作出贡献。“中国从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助力全球共

同抗疫。”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卡文斯·

阿德希尔对习近平主席强调的解决好疫

苗产能和分配问题，增强发展中国家的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表示赞同。他认为，

中国向众多非洲国家捐赠了疫苗，体现

了大国担当，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与非洲

国家共同面对困难的决心。中国的抗疫

援助始终是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和尽

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国始终坚定

支持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抗疫

中发挥重要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

研究所中国政治与经济部门主任谢尔

盖·卢科宁指出，中国有资源也有意愿为

全球抗疫斗争作出贡献，但仅靠中国的

努力是不够的，中国倡议世界团结起来

共同抗击疫情，共同改善全球卫生治理，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对解

决全球性问题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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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

情 这 场 全 球 公 共 卫 生 危 机 中 ，习 近 平

主 席提出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理念，其迫切性和重要性正日益

凸显。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

要团结合作，国际社会只有合力应对，才

能战胜这场疫情。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

林斯说，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是对“疫苗民族主义”的最有

力回击。林斯注意到，中国宣布在未来

3 年内为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再 提 供 30 亿 美 元 国 际 援

助。他指出，如果其他经济、科技实力较

强的国家都能以中国这种态度应对疫

情，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将有望更快得

到恢复。

倡导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为全球抗疫合作指明方向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