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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之滨的“国际湿地之城”武

汉，到莱蒙湖畔的“国际会议之都”日内

瓦，习近平主席 5 日在《湿地公约》第十

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在两

地会场内外引起国际组织和各缔约方代

表、中外湿地和环保领域专家的强烈共

鸣和反响。

他们称赞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湿

地保护以及中国在湿地保护领域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认为中国秉持的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正启迪世界，也必

将助推全球湿地保护进程。

布基纳法索与会代表穆罕默杜·蒂

恩德雷贝奥果说：“中国在湿地保护方

面取得很多进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

注重和谐的方式进行的，这非常重要。

保护湿地是中国领导人特别关心的问

题之一。在这方面，中国为世界树立了

榜样。”

斯威士兰与会代表桑迪莱·古梅德

泽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习主席的致辞令

人耳目一新。”他说，世界各地的湿地正

在遭受损失和退化，“当你听到领导人强

烈地表示要减少对湿地造成的损害和损

失，这很重要，也很鼓舞人心”。

“习主席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包括了生态文明，这令我非常敬佩。”《湿

地公约》东亚地区中心执行主任徐昇吾

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和整个社会认识

到包括湿地在内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我观察到中国地方政府采取很多行动，为

保护湿地和生态系统做了大量工作。中

国在湿地保护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徐昇吾表示，他完全认同习近平主席

在致辞中所强调的应该深怀对自然的敬

畏之心，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我们

和湿地共生，人类从湿地受益。我们需要

尽量减少对湿地的干扰，最大限度地提高

我们从湿地所获的益处。”他认为习近平

主席的致辞阐明了气候变化与湿地的关

系。“湿地可以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应对

气候变化策略的基本要素之一。”

泰国水资源专家披帕·如昂表示，欢

迎并支持中国将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

林中心”，希望向中国学习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技术，例如调查种群数量的方法。

他说：“这次主会场设在长江之滨的武

汉。长江有很多湿地，文化蕴含丰富。

中国积极保护和利用湿地，为我们树立

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肯 尼 亚 学 者 卡 文 斯·阿 德 希 尔 对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呼吁增进湿地惠民

福 祉 的 倡 议 印 象 深 刻 。 他 强 调 指 出 ，

习近平主席的生态文明思想真正抓住了

环境保护的本质，反映了中国在促进环

境保护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没有环境的可持续性，世界经济就无法

实现稳定增长。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胡建谊对新华社

记者说，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这一理念越来越被全世界接受，法国人

民也越来越接受“天人合一”思想。希望

各国都重视对湿地的保护和修复，让湿

地为全世界人民造福。

多年来，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中国首

席代表哈克尼斯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的

巨变。他说，中国在保护湿地领域实现

了大跨越。经济社会合理的发展诉求和

维系生态系统间经常存在困难的权衡，

其他国家可向中国学习如何致力于投资

环境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大自然不以

国界划分，保护环境首要是各国民众合

作并找到共识”。

“中国已成为全球湿地保护领域的

先驱者。目前中国有 13 地列入‘国际湿

地城市’，是全球数量最多的国家。”上届

缔约方大会主办国阿联酋与会代表、阿

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今年

6 月起施行，中国湿地保护进入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张明祥说，把更多重要湿地纳入自然保

护地，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的倡议切

合实际。

作为打造小微湿地的典范，重庆梁

平 入 选 了 新 一 批“ 国 际 湿 地 城 市 ”名

单。梁平区委书记钱建超说，中国在拯

救和恢复全球湿地生态系统方面彰显

了大国担当，湿地保护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令人骄傲和自豪。梁平将不断深化

拓展以小微湿地为特征的创建成果，努

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

代 化 ，在 推 进 湿 地 保 护 事 业 中 展 现 作

为、作出贡献。

（新华社日内瓦/武汉11月7日电）

“中国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中外代表热议习近平主席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

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6 日至 18 日在

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多国元首、政府首

脑或高级官员参会。会议时间之长、参

会者之众，足以凸显应对气候变化已迫

在眉睫、不容拖延。

应对气候变化，关键要有效落实，不

能开空头支票。各国不光要有目标，更

要转化成有效的政策、扎实的行动、具体

的项目。从 1992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

协定》，见证了国际社会 30 年来携手应

对气候变化的进程。然而，一些发达国

家喊着漂亮的口号不行动，作出承诺不

兑现，极大损害了南北互信，导致国际社

会始终无法形成行动合力。早在 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大会上，发

达国家就作出承诺，到 2020 年每年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支

持，但至今尚未兑现。

应对气候变化，关键要一致行动，不

能搞双重标准。考虑到各国的国情、历史

责任不同，以及发展水平和阶段不同，各

国在实施应对行动时所负的责任应当有

区别，这是公平合理的。过去，一些发达

国家弱化甚至无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一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不切实

际的高要求，如今却在自身遭遇能源危机

时重启煤电，在致力于削减化石燃料使用

的责任问题上开倒车。丹麦哥本哈根共

识研究中心主任约恩·隆博格近日在加拿

大《环球邮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自俄乌

冲突以来，西方富裕国家一直从世界各地

增加化石能源供应，认为本次联合国气变

大会“将出现比以往更惊人的伪善”，“世

界上的富国会热心地告诫穷国化石燃料

的危险——在他们自己消耗了大量天然

气、煤炭和石油之后”。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

生态文明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

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采取了

应对气候变化一系列务实行动。近年

来，中国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

小组，发布了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

件，构建了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

系，实施了“碳达峰十大行动”，启动了全

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碳市场

上线交易，以扎实行动彰显共建清洁美

丽世界的坚定决心，为全球气候治理贡

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同

时，中国还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通过资金支

持、项目合作、能力建设等形式，帮助发

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当下，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席卷

全球。受极端气候影响，今年以来，欧洲

遭遇了史所罕见的热浪，亚洲、北美不少

国家经历了大旱和洪灾，饥荒在非洲之角

持续为害……极端天气面前，人类命运与

共，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一致行动才是

正确选择。正如 COP27主办国埃及总统

塞西所说，COP27 是一个展示团结的机

会，人们只有通过一致行动和有效落实才

能克服气候变化这一人类生存的威胁。

（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记者陈

梦阳、郭爽、姚兵）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要空谈要行动

白俄罗斯经济部副部长阿布拉缅科

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各国发展经贸合作

的重要平台，白俄罗斯愿意积极参与中

国市场。

阿布拉缅科强调，今年 9 月白中两

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进一步体现了两国深化合作的愿望，

彰显了白中两国关系的示范意义。

阿布拉缅科说，白俄罗斯今年参加

第五届进博会的重要企业就是中白工业

园。另外，白俄罗斯在中国市场拥有巨

大潜力的糖果厂、奶制品厂，以及石油化

工企业、教育机构和最新科研成果都在

展会上亮相。

阿布拉缅科表示，进博会为全球各

国展示产品、加强联系、巩固贸易提供了

独特机会，白俄罗斯将继续加强与中国

合作。中国培育了巨大国内市场，加强

与中国合作是白俄罗斯长期优先方向。

阿布拉缅科透露，目前已经有 160

多家白俄罗斯企业的商品在中国注册，

更多贸易服务协议也在积极筹备中。

阿布拉缅科指出，白俄罗斯积极发展

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合作，也乐于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白俄罗斯的优越地

理位置让来自欧洲、中国等各地的资金投

资于此，中白工业园正是体现了这一优

势，成为“一带一路”重要项目之一。

阿布拉缅科表示相信，各国支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促使这些国家发挥

潜力，加快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增加人民

福祉。白俄罗斯一直支持“一带一路”倡

议，尤其是在经济放缓的当下，“一带一

路”成为沿线国家和整个地区经济发展

的新动力。

阿布拉缅科指出，世界迫切需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相关国家团结起

来，确定区域增长的可能性。中国有很

多方面都值得学习。

阿布拉缅科说，白中合作现在开启

了新阶段，双方不仅要加强合作，还要扩

大合作范围。白中建交 30 年来，两国贸

易投资关系快速增长。依靠中国的信

贷 ，白 俄 罗 斯 30 个 项 目 得 以 实 施 。 目

前，中国在白俄罗斯正在参与实施的项

目涉及工业、农业、物流、电子商务、医

药、教育等多个领域。

阿布拉缅科还表示，期待在“地方合

作年”框架下，中国和白俄罗斯各省市将

加强互动，扩大友好城市网络，深入开展

双边经贸合作。

（新华社明斯克 11月 7日电 记者

鲁金博）

进博会是各国发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告，中国

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党。这充分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世界和平发展、

人类文明进步不断作出新贡献的真诚

愿望与坚定决心。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

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

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

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面对“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

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

和时代的高度，从全人类共同福祉出

发，在多个场合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指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不同文化的共同奋斗方向，展现了

胸怀天下、面向未来的宽阔胸襟，使这

一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

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

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

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

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目

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

现，关键是要诉诸行动。

——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

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自古以来，和平就

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和平犹如空气

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国

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

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

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中国在多个外交场合呼吁消除分歧战

乱、维护和谐稳定，倡导国际社会团结

起来为缔造和平、捍卫和平而努力。

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

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

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同世界上 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

建立伙伴关系，形成遍布全球的“朋友

圈”，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

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

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时

代，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各国安

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安全问题联动

性、跨国性、多样性突出。中国倡导各

国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为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指出了切

实可行的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没有主动

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

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是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

的国家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

中国积极履行担当，为重大国际和地

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

用。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传统和非传

统安全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擘画了各国维护共同安全的行动路线

图，为世界指出一条新型安全之路。

——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

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天空足够大，地

球足够大，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各国

共同发展繁荣。水涨船高，小河有水

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

国际场合反复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发展

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

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积极贡献

者。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38.6%，是推

动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动力。中国积极

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前 10 年实现议程减贫目标，对全球

减贫贡献率超过 70%。面对全球经济

复苏脆弱乏力、减贫成果受到侵蚀、南

北鸿沟不断拉大等诸多难题，中国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为各国发展和国际

发展合作贡献中国方案。

——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

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世界上有 2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共同

构成了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图谱。不

同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对话、是对抗

还是合作，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

运的时代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世界文明

和谐共存、人类和平共处的高度，提出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中国真诚

呼吁世界各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

战，向世界描绘出一幅文明交流互鉴、

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图景。

——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

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面对生态环境挑战，

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

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如何跳

出破坏性发展的恶性循环，建设一个清

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以充满

中国智慧和哲理的倡议指明出路：“我

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

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历来

重信守诺。中国率先发布《中国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全

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及其《巴黎协定》，成为《生物多样性

公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

国。中国主动提出力争 2030年前实现

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些

庄严承诺，鲜明体现出中国的雄心壮

志、大国担当，必将带动各国为全球环

境治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

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人类的

未来在于今天的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

人民愿与世界人民携起手来，行天下之

大道，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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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晓
丹

11月 6日，中国海军第 42批护

航编队护送货船安全通过亚丁湾，

顺利完成第 1536 批护航任务。图

为被护船员悬挂横幅,向护航编队

挥手致谢。

本报特约通讯员 马玉彬摄

11月 7日，参加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的“红鹰”飞行表演队进行适应性飞行训练。本届航展将于 11月 8日至 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 本报记者 栾 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