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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

之友小组”高级别视频会议，日前在位于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包括小组成员

在内的 60 多个国家 150 多位代表参加此

次会议。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过去

10 年全球减贫成果造成重大冲击、人类

发展指数 30 年来首次下降、全球发展进

程正遭受严重冲击的现实下，此次会议

将有力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发展、加

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去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

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

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当今世界

发展难题，提供了一份立足时代特征、饱

含中国智慧的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一经

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100 多

个国家表示支持。这充分说明，全球发

展倡议顺应历史潮流，契合各国需求，是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

持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 坚 持 行 动 导

向”……在国际发展事业面临何去何从

的十字路口，全球发展倡议高度契合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减贫、

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

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

联互通等作为重点合作领域，为各国聚

焦发展、团结发展、共同发展提供行动指

南。赞比亚贸易政策和发展中心执行主

任伊萨克·姆韦波波日前称赞，这一倡议

是一剂“良方”，有助于加快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为发展中国

家减少贫困人口、增强经济活力和发展

能力提供了“路线图”。

中国是全球发展的倡导者，更是发

展合作的行动派。面对摆脱贫困这一难

题，中国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

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分享减贫经验，

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进减贫事业；面对

反复延宕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始终站

在国际抗疫合作的“第一方阵”，担当疫

苗 公 平 分 配 的“ 第 一 梯 队 ”，已 累 计 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1 亿

剂疫苗；面对世界经济下行等危机，中国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完善全球经

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

国家守望相助。过去 50 年来，中国面向

160 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数千个成套

项目和物资项目，开展上万个能力建设

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为全球发展事业积极贡献力量。

此外，在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

化 、环 境 污 染 等 全 球 性 危 机 和 挑 战 面

前，中国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并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共建

“一带一路”项目中，能让长颈鹿“昂首

通行”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油改电”的

斯里兰卡科伦坡集装箱码头、光伏板下

可以长草种瓜的巴基斯坦旁遮普太阳

能电站……每一个都实实在在为当地绿

色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秉持“授

人以渔”理念，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世界气象组织

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称，中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气象研究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等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作为

负责任大国，中国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

旗帜，未来通过举办全球发展高层会议、

加大对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及中国-联

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支持力度、建设

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等一系列务实举

措，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为推动

全球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为全球发展事业积极贡献中国力量
■张伟鹏

近日，中国第 12批赴南苏

丹维和工兵分队在南苏丹通济

举行“通济-罗密奇”主补给线

道路竣工仪式，当地政府和民

众对我维和工兵分队的专业能

力、工作标准和过硬作风给予

高度评价。据悉，此条补给线

道路全长 150 公里，是当地民

众生产生活和带动周边地区经

济发展的交通动脉，也是联南

苏团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的重要

通道。图为施工现场。

张益玮摄

新华社北京 5月 14 日电 金砖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 13 日以视

频形式召开，倡议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共同探讨加快低碳和气候韧性转型、实

现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复苏发展的道

路。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致辞中

表示，金砖各国始终关心人类共同的未

来，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力量。

中方举办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高级

别会议，愿与金砖各国一道，发扬开放

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共同维护多

边主义，推动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携

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

治理体系，共同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

地球家园。黄润秋还介绍了中国的气

候政策和行动。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

示，中方愿全力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 架 公 约》第 二 十 七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27）候任主席国埃及举办一届成

功 的 缔 约 方 会 议 ，期 待 与 各 方 一 道 将

COP27 打造成为以实施为主题，以适应

和资金为成果亮点的一次大会。

会议由中方主办，邀请巴西、俄罗

斯、印度和南非的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

门部长级代表参会。金砖各国就加快

低碳和气候韧性转型、推进气候多边进

程、强化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团结协作等

内 容 进 行 了 深 入 交 流 ，达 成 了 广 泛 共

识。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金砖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联合声明》。

金砖国家倡议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号是欧洲

第一辆火星车，原定于今年 9月用俄罗

斯火箭发射，前往火星探索这颗红色

星球是否有生命存在的痕迹。而现

在，受俄乌冲突影响，发射计划有可能

被推迟到 2028 年，并改用欧洲火箭发

射。参与该项目的物理学家费尔南

多·鲁利说：“整台仪器都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老化，六年的时间太长了。”

在俄乌冲突升级后，西方在各领

域极力推动与俄“脱钩”，国际科学合

作成为迅速断裂的一环。目前，美欧

与俄之间不少科研合作项目已被迫中

止，这加剧了科研领域的逆全球化趋

势，使全球科技版图日益碎片化。一

些国家的科学家指出，“科研脱钩”对

全球科学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

球性挑战极为不利，国际科学合作不

应成为制裁的牺牲品，而应成为各国

保持交流的桥梁。

科学合作成牺牲品

俄乌冲突升级后，欧洲方面中止

了与俄罗斯的一系列科研合作。在大

型国际科研项目上，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取消了俄罗斯的观察员身份，终止

了其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和使用欧方大

型加速器等实验设备的资格，暂停了

其成员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所有合

作；位于德国的欧洲自由电子激光装

置运行方宣布暂停与俄方的合作协

议；欧盟委员会宣布，暂停欧盟科研资

助框架“地平线欧洲计划”中涉及俄研

究机构的各项协议……

在太空探索领域，欧洲航天局暂

停与俄罗斯在月球任务和“火星太空

生物学”计划上的合作；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宣布，德国建

造的搭载于俄罗斯卫星上的“eROSI-

TA”X 射线空间望远镜暂停工作；用俄

罗斯火箭发射四颗伽利略导航卫星、

“欧几里德”空间望远镜以及法国 CSO-

3侦察卫星的计划也已暂停……

损人害己的“双刃剑”

西方与俄“科研脱钩”对俄罗斯的

直接影响显而易见。俄被排除在许多

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之外，俄科研人员

与西方科学家的互动与合作大幅减

少，西方制裁还会造成俄科研资金短

缺和科技人才流失，这些都将对俄科

技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但西方科学界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一篇文章分析指

出，俄乌冲突正在引发“欧洲有史以来最

严重的太空危机”。例如，俄欧合作的

“火星太空生物学”计划被叫停，发射“罗

莎琳德·富兰克林”号火星车原本就是该

计划的第二阶段任务。对已投身这一项

目多年的数千名欧洲和俄罗斯科研人员

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打击。

英国《自然》杂志刊文指出，将俄

方排除在国际项目之外是一把“双刃

剑”。“这会分裂全球研究界，并限制学

术知识的交流，而这两者都有可能损

害全人类的健康与福祉”。

科学界反对“妖魔化”

“现实是，政治在太空中已经并将

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美国《财富》杂志

网站近期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并援引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乔丹·比姆的话

说，“我们地球上的所有问题都会在太

空复制或放大。”

对于这种将科学问题政治化的做

法，西方一些学者站出来表示反对。

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 5名科学家

日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公开信说：

“切断与俄罗斯科学家的一切互动将

对西方和全球的各种利益和价值观严

重不利。”公开信作者之一、美国哈佛

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科学与政策

研究教授约翰·霍尔德伦说，写这封信

是因为他们对俄罗斯科学家遭到“全

面妖魔化和孤立”深感震惊。

《自然》杂志文章指出，历史上，国际

科学合作即使在困难的时期也是交流的

桥梁。接触而非孤立，更有助于为构筑

文化和社会的沟通桥梁奠定坚实基础，

从而为和平铺平道路。科学的力量可以

推动国际社会的积极变化。“尽管当前存

在挑战，科学交流仍应继续进行。”

（据新华社伦敦 5月 14 日电 记

者郭爽）

西方对俄“科研脱钩” 损害国际科学合作

据新华社惠灵顿 5月 14日电 （记

者郭磊、李惠子）多家新西兰企业近日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纷纷表示，看好中

国经济发展潜力，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恒天然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周德汉

表示，恒天然 1973年进入中国，数十年来

受益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疫情期间，中

国市场业绩出色助力新西兰乳业出口一直

稳步增长。“中国市场对乳制品不断产生的

新需求，为恒天然产品创造了新商机。”

新西兰佳沛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奇异

果生产和销售企业，每年约四分之一的

产品销往中国市场。佳沛大中华区总裁

蒋时杰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在过去 20

年间一直是佳沛的最大市场。这家企业

预计中国市场对奇异果的需求今后五年

中将持续大幅增长，因此正为进一步深

耕中国市场做准备。

新西兰峡湾龙虾公司上世纪 90年代

进入中国市场。该公司总经理安德鲁·哈

维对中国市场极具信心。他表示，中国有

新西兰峡湾龙虾公司在全球最重要的客

户群，特别是在中新自贸协定升级后，他

对海鲜产品对华出口抱有很大期望。

新西兰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新华社尼科西亚 5月 13日电 （记

者郭明芳）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刘彦涛

13 日受中国教育部委托与塞浦路斯教

育部长普罗德罗莫斯·普罗德罗穆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塞浦路斯共

和国教育文化体育和青年部关于高等教

育 与 科 学 研 究 合 作 的 谅 解 备 忘 录

（2022-2026 年）》。

此次签署的备忘录共有 11 项条款，

涵盖语言教学和研究、联合学位和学历

学位互认、在线教育、教育代表团交流、

政府奖学金、高等教育机构交流等 7 个

主要合作领域。

刘彦涛在签字仪式前的致辞中表

示，自 2012 年两国首次签署高等教育与

科学研究合作协议以来，中塞高等教育

与科学研究领域合作发展迅速，成果丰

硕。两国许多高校积极开展联合办学、

联合科研、学生交换等合作，推动两国高

等教育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普罗德罗穆表示，两国续签高等教

育与科研合作谅解备忘录体现了双方进

一步加强高等教育合作的决心，彰显了

塞中两国人民的传统深厚友谊。他说，

当前，塞正努力打造东地中海地区的高

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是全球高

教、科研和创新中心之一，鼓励和推动对

华高等教育合作是塞优先方向。

双方还就在塞开办第二家孔子学院、

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两国高校硕士研究生

联合培养项目、加强在塞传播中文和中华

文化、两国青年交流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中国和塞浦路斯签署高等教育与科研合作谅解备忘录

本报刚果（金）布卡武 5月 13 日

电 李晓龙、乔岩报道：联合国刚果

（金）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南部战

区司令贾瓦德 13 日表示，中国第 25 批

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为和平稳定

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贾 瓦 德 当 天 在 位 于 南 基 伍 省 布

卡 武 地 区 的 中 国 二 级 医 院 视 察 ，并

看 望 慰 问 了 维 和 医 疗 分 队 全 体 官

兵。贾瓦德高度评价医疗分队为刚

果（金）和 平 稳 定 作 出 的 突 出 贡 献 ，

指出中国二级医院是南部战区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不 仅 为 任 务 区 军 事 和

民 事 人 员 提 供 了 杰 出 的 医 疗 服 务 ，

也为当地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贾瓦德说，希望中国维和医疗分

队 在 认 真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确 保 自 身

安 全 的 基 础 上 ，高 标 准 完 成 联 合 国

赋予的各项任务。维和医疗分队表

示 ，将 认 真 落 实 联 刚 稳 定 团 指 示 要

求，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

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中国第 25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

分队主要担负为任务区联合国人员提

供医疗服务保障、为驻在国提供必要的

紧急医疗援助等任务。自 2021年 10月

抵达任务区以来，医疗分队做到了医疗

无差错、医患无感染、安全无事故。

联刚稳定团南部战区司令高度评价中国维和军人贡献

据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13 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

美 国 国 防 部 长 奥 斯 汀 13 日 通 电 话 。

这是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

行动以来两国防长首次通电话。

俄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绍伊

古当天应约与奥斯汀举行电话交谈。

双方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国

际安全热点问题。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当天发布

简短声明说，奥斯汀在通话中敦促“立

即”在乌克兰实现停火，并强调美俄两

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声明

说，奥斯汀和绍伊古上一次通电话发

生在 2 月 18 日。

俄乌冲突以来
俄美防长首次通电话

土耳其称对芬兰和瑞典
加入北约“不持积极意见”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5月 13 日

电 （记者王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3 日在伊斯坦布尔表示，土耳其不可

能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的计划持积极立场。

埃尔多安当天对媒体说，土耳其密

切关注有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事态

的发展，但“我们对此不持积极意见”。

埃尔多安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

为包括库尔德工人党在内的恐怖组织的

藏身地，“所以我们不会持积极的意见”。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 12

日发表联合声明称支持芬兰申请加入

北约。芬兰媒体报道称，芬兰将在数

天内宣布申请加入北约的决定，并将

在下周与瑞典一同向北约递交申请。

印度南部
暴发“番茄热”疫情

据新华社新德里 5 月 14 日电

（记者胡晓明）据印度媒体 14日报道，印

度南部喀拉拉邦近日暴发“番茄热”疫

情，已有80多名不满5岁的儿童感染。

据印度卫生专家介绍，“番茄热”

是一种病毒性发热，会引起红色水疱，

这是它得名的由来。“番茄热”主要通

过接触感染在 5 岁以下儿童中传播，

症状包括皮疹、高烧、关节痛、腹泻、恶

心、呕吐、咳嗽、流鼻涕等。此病在南

亚部分地区并不罕见。医生建议对

“番茄热”患者进行隔离，并对其使用

的餐具、衣物等进行消毒。

近日，我第 20 批赴黎巴嫩维和医

疗分队迎来一位特殊的病患：一名 5

岁的小男孩。初到时，这名身形略瘦

的小男孩依偎在父亲身旁，肩膀向一

侧倾斜着，露出痛苦的表情。

在对小男孩进行详细问诊和 X 光

检查后，我维和医疗分队骨科医生蔡

巍诊断其为左侧锁骨骨折。在为其固

定治疗的过程中，他一边安抚小男孩，

一边细心询问其感受以调整固定松紧

度。治疗完毕后，他还特地嘱咐父子

俩如有需要可随时联系。中国军医的

妙 手 仁 心 ，让 小 男 孩 的 父 亲 感 动 不

已。他紧紧握着蔡巍的手，连连称谢。

类似的情景并不鲜见。自去年 7

月抵达任务区以来，我第 20 批赴黎维

和医疗分队在优质高效完成维和医疗

保障任务的同时，还主动为当地民众

进行诊疗，消除病痛，把中国军医的良

好形象留在当地民众心中。

分队队长汪戈多次跟队员们讲：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当地民众身体不适前来求助，我

们一定要尽己所能地给予帮助。”

去年 8 月，驻地附近一位 81 岁高

龄的老人被狗咬伤，老人所在村庄医

疗条件有限，村民们便把他送到了中

国维和医疗分队。队员张瑛和肖健秋

为老人进行了清创处理，还按疗程为

其注射了狂犬疫苗。

中国军医医德高尚、技术高超，驻

地民众交口称赞。一位 36 岁的患者

被左踝部慢性溃疡折磨，长期化脓疼

痛，入睡非常困难。辗转多家医院，她

依然未能得到有效治疗。今年 2 月，

她来到我维和医疗分队求助。

在接诊过程中，队员许玉春了解

到该患者有贫血病史，还曾接受过脾

脏切除术。面对复杂病情，许玉春立

即 着 手 检 查 诊 断 ，认 真 制 订 治 疗 方

案。

该名患者每周都会来我维和医疗

分队复查，进行清创换药。经过两个

月的精心护理和治疗，她的病情明显

好转，心情也舒畅了许多。

远做他乡客，却带故园情。走出

国门的中国维和医疗分队队员，既是

和平的使者，又是健康的守护神。他

们用精湛的专业技术和温暖的贴心服

务，为当地民众送去慰藉和希望，以实

际行动诠释着中国军队的责任与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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