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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日前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希望他的中

国之行将进一步促进马尔代夫和中国在

经贸、旅游、投资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以进一步造福两国人民。

穆伊兹于 8 日至 12 日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启程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

国已经并将继续是促进马尔代夫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合作伙伴。马中关

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互不干

涉内政的基础上，而这正是建立和维护

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要原则。

穆伊兹说，此次中国之行是他首次

以总统身份访问中国，期待借此机会进

一步加强马中双边关系，激发两国合作

活力，共同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穆伊兹说：“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迅

速，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他

特别提到，自中国恢复出境游以来，中国

到马尔代夫的游客人数呈快速上升趋

势，促进了马尔代夫旅游业的复苏。

在谈到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对

马尔代夫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时，

穆伊兹举例说，中马友谊大桥不仅连接

马尔代夫不同地域，便利人员交往，更促

进了经济活动。“我认为这些项目对我希

望给马尔代夫带来变革性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我坚信这些项目将在经济和社

会方面给马尔代夫带来重大影响。”穆伊

兹说。

（新华社马累 1月 9 日电 记者车

宏亮）

期待对华首访进一步促进马中合作
—访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据新华社阿布贾 1月 9 日电 （记

者杨喆、侯鸣）近日，在尼日利亚第一大

城市拉各斯，萨洛丁一家六口登上一列

开往尼西南部城市伊巴丹的列车，大人

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充满了对新年旅

行的期待。

阿德尼伊·萨洛丁高兴地与妻子交

流着此行安排，四个孩子兴奋地睁大眼

睛望着窗外，渴望通过这次火车之旅饱

览沿途风景。“这个假期，我和家人一起

坐火车旅行，我很享受这种经历！”萨洛

丁对新华社记者说。

2021 年 6 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 指 引 下 ，由 中 国 土 木 工 程 集 团 有 限

公司（中土集团）承建的连接拉各斯和

伊巴丹的铁路（拉伊铁路）正式通车运

营 ，干 线 全 长 约 157 公 里 ，支 线 长 约 7

公里，采用现代化铁路标准，设计时速

150 公里。

今年新年假日期间，中国企业在尼

日利亚承建的铁路，成为许多尼日利亚

民众出行线路的主要选择。除拉伊铁路

外，从首都阿布贾至北部城市卡杜纳的

铁路同样由中土集团承建，已于 2016 年

7 月正式运营。

“铁路交通提供了一种经济实惠且

安全的交通方式，为很多人提供了新选

择。”乘坐阿布贾-卡杜纳线列车前往尼

日利亚西北部的乘客奥莫托拉·法耶洪

对记者说。与当地航空出行相比，铁路

交通成本优势突出；而与公路交通相比，

铁路的安全性更加明显。

舒适的旅行途中，乘客们可以使用

列车上各种服务设施。每个空调车厢都

配备了 3 个电视屏幕。厕所很干净，设

备齐全。靠窗的座位有电源插座和充电

接口。列车上还配备了医护和安保人

员，以应对突发情况。

来 自 阿 贝 奥 库 塔 的 商 人 迈 克 尔·

埃 格 博 也 很 推 崇 火 车 的 便 利 和 安 全 ，

在 他 看 来 ，铁 路 将 促 进 旅 游 业 并 推 动

贸易。

过 去 ，埃 格 博 曾 多 次 与 家 人 一 起

开车前往邻近的西非国家旅游。有一

次 ，他 们 的 车 被 困 在 一 个 偏 僻 的 地

方。“你可以想象，午夜时分，一家人在

茂 密 的 灌 木 丛 中 ，没 有 电 话 网 络 或 互

联网信号……”

埃格博说，那次历险之后一家人心

有 余 悸 ，现 在 都 选 择 坐 火 车 出 去 度 假

了。“我把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已有一段

时间了。火车旅行顺利而快捷。”埃格

博说。

“运营数年来，我们承建的尼日利

亚铁路现代化项目，正持续为这个非洲

人口最多的国家注入活力。未来，我们

还将继续深耕尼日利亚，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在这里不断走深走实。”中国土

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运营事业部总经

理郭晨说。

中企承建铁路持续为尼日利亚注入活力

2024年国际热点前瞻①

2024 年 ，世 界 仍 然 充 满 不 确 定

性。国际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多点爆

发，多国将举行重要选举，全球经济增

长动能不足……多重挑战之下，世界期

待中国为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作出新

贡献。

“中国不仅发展自己，也积极拥抱

世界，担当大国责任。”在二〇二四年新

年贺词中，习主席再次展现开放之中

国、世界之中国的宽阔胸襟。展望新一

年，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将继

续为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发展注入

强大力量。

破解安全赤字
维护世界和平

新年伊始，世界并不平静。乌克兰

危机和加沙冲突持续延宕，外溢效应愈

发凸显，全球安全格局和国际秩序遭遇

严重冲击。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一向致力于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去年 11 月，中方

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首日向安

理会成员赠送了纪念品鲁班锁。“鲁班

锁拆开容易组装难，破坏容易重建难。

中国将鲁班锁当作纪念品，正是为了说

明和平来之不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

须隆说，此起彼伏的国际热点问题历史

经纬复杂，以暴制暴无法解决问题，反

而会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中国

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安全主

张，重视相互协商，体现整体思维，展现

和合力量，为弥合分歧争端提供了标本

兼治的方案。

中国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更

是坚定践行者。过去一年，在中国斡旋

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实现和解，为地

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树

立典范；乌克兰危机持续，中国秉持公

义，派出特别代表辗转亚欧寻求政治解

决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公约数”；面对新

一轮巴以冲突，中国开展穿梭外交，提

供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中国的公正

立场和积极行动，得到国际社会支持与

认同……

“中国倡导政治对话，均衡照顾各

方合理关切，这同西方以意识形态和阵

营利益划界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

荣看来，新的一年，中国将继续践行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守

公平正义，引导各方凝聚共识、汇聚合

力，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共享发展机遇
促进共同繁荣

开放是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已

连续 6 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成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

伙伴；进博会、服贸会、全球数字贸易博

览会等“展会矩阵”，搭建了互利共赢的

合作平台；自贸试验区升级扩容至 22

个，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

制 ，放 宽 电 信 、医 疗 等 服 务 业 市 场 准

入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不

断给世界带来新的惊喜和机遇。

在陈须隆看来，2023 年中国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为全球复苏增添更多前行动能，深耕中

国市场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去年 10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主席

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回顾

共建“一带一路”10 年成绩，总结宝贵

经验，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八项行动，为共建“一带一路”

明确了新方向，开辟了新愿景，注入了

新动力。

中国秉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

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发展逻辑，始终把

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

金灿荣表示，环顾当下，世界经济复苏

动力不足，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面

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流涌动，面

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喧嚣杂音，

中国始终主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致力于在开

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为

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注

入强大力量。

厚植友谊根基
紧系合作纽带

胸怀天下者，朋友遍天下。回首

2023 年，中国与多国关系提质升级，全

球 伙 伴 关 系 网 络 范 围 更 广 、质 量 更

高 。 双 边 命 运 共 同 体 建 设 取 得 新 进

展，中国同中亚五国实现双边层面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同越南宣

布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

共同体。

“尤其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是，继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

习主席去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

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陈须隆说。

金灿荣表示，经过多年实践，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丰富，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日益深入人心，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共同

的奋斗目标。

展望 2024 年，中法建交岁满甲子、

中俄将迎来建交 75 周年、中国同巴西

携手走过半个世纪……厚植友谊根基，

紧系合作纽带，积蓄前行动力，中国将

继续与全球伙伴乘风破浪，共同驶向命

运与共的未来。在多边领域，2024 年，

中拉论坛成立将满十周年，跨越山海的

再一次握手值得期待。新一届中非合

作论坛会议将再次在中国举办，中国与

非洲将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的道路上书写更多动人故事。

携手同行，共同建设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许怡真

近 日 ，美 国 总 统 拜 登 签 署 了

“2024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为美军新

一 财 年 的 建 军 备 战 提 供 资 金 支 持 和

政 策 指 导 。 与 往 年 的 国 防 授 权 法 案

相比，今年的法案进一步凸显了美追

求 军 事 霸 权 的 顽 固 思 想 和 紧 锣 密 鼓

备战大国高端战争的危险动向，表明

其 已 经 陷 入“ 大 国 竞 争 ”的 逻 辑 不 能

自拔。

该 法 案 规 定 ，2024 财 年 美 国 防

部、能源部、情报界、国务院的国防相

关预算达 8863 亿美元，预计占美 2024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2%，是冷战后美

国 在 和 平 年 代 占 比 最 高 的 一 年 。 其

中 ，美 国 军 方 年 度 预 算 为 8414 亿 美

元，比其后 9 个国家 2023 财年国防预

算总和还高 20%。事实上，这一数据

仅 仅 是 美 军 2024 财 年 的 基 础 国 防 预

算 ，如 果 算 上 应 急 行 动 开 支 ，美 军 全

年 实 际 军 费 支 出 可 能 超 过 9000 亿 美

元 。 如 此 庞 大 的 军 费 开 支 显 然 超 出

了美国合理的安全需求，充分暴露出

其霸权野心。

美国军费持续攀升的动力主要来

自赢得所谓“大国竞争”的执念。该法

案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内含大

量排华、遏华条款。比如，该法案以中

国为“假想敌”，拨款 370 多亿美元升级

“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1690 亿美元

采购新型武器装备、1460 亿美元研发

新兴关键技术，目的就是要保持对华

“压倒性军事优势”。再比如，该法案

拨款 147 亿美元支持“太平洋威慑倡

议”，比上一财年增加 32 亿美元，用于

加强关岛防御、构建印太分布式基地

网和提升战区联合后装保障能力，加

快推进印太战区战备进度。此外，法

案还要求美国防部研究“中美冲突背

景下，对中国海上化石燃料运输线实

施海上封锁的可行性”。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心怀鬼胎，其

不遗余力强化军备建设的核心是妄图

“和平时期‘竞赢’中国，必要时‘战赢’

中国”。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新法案包含

大量涉台危险条款，公然干涉中国内

政。其中包括进一步落实对台军售，

每隔 180 天向国会报告交付过程；与岛

内防务部门协调，为之建立全面性培

训计划，强化“防卫能力”；扩大美台军

事网络安全合作，共享情报资源；研究

设立美-台联合规划大队的可行性，并

定期更新从台湾撤离非战斗人员的行

动计划，等等。上述条款都在为战争

做准备，这也充分说明，美国已经不满

足于“以台制华”的传统套路，正试图

将台湾改造成消耗中国的堡垒。

我们要正告美国的是，台湾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任何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违

背中国的民族大义，中国人民决不答

应。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任

何“ 以 台 制 华 ”的 玩 火 挑 衅 行 径 注 定

失败。

同时，我们强烈敦促美方摒弃冷

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理

性 地 看 待 中 国 、看 待 中 国 军 力 发 展 。

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倡导并践行全球安全倡

议，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反

倒是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长期在

全球各地穷兵黩武，制造动荡和混乱，

早已成为世界乱源。须知，和平发展

才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一味增加军

费投入尤其是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

国的不安全之上，不可能带来真正的

安全。美国推行“大国竞争”，逼迫地

区 国 家 选 边 站 队 的 做 法 ，并 不 得 人

心。如果其继续抱守过时的安全观，

陷在霸权迷思中难以自拔，最终只会

加剧国际社会的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

态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发布“2024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大幅增加军费，备战高端战争—

一部以武谋霸的法案
■陈航辉

位于科特迪瓦迪沃省的格格杜垦

区近日迎来水稻成熟，当地稻农在稻

田里忙着收割水稻。格格杜垦区是中

科两国农业合作示范基地，也是科特

迪瓦全国闻名的水稻种植基地。多年

来，中国援科农业技术合作组专家通

过新稻种培育与推广、水稻种植技术

培训、垦区水利设施管理等多种方式

帮助垦区内稻米产量和质量大幅提

高，稻农收入显著增加。

图为 1 月 8 日，稻农在科特迪瓦

迪沃省格格杜垦区收割水稻。

新华社发

中国技术助力

科特迪瓦水稻增产

据新华社德黑兰 1月 8 日电 （记

者沙达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

纳尼 8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西亚地区的不安全、不稳定和

紧张局势源于美国政府对该地区政治、

军事和安全事务的干预，以及其对以色

列无限制和无条件的支持。

卡纳尼表示，红海最近的事态发展是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过去 3 个月

来加沙地带持续冲突的结果。他说，世界

各国都看到了某些西方国家言行之间的

矛盾，这些国家在指出西亚地区不安全的

同时，却又在加剧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

伊朗指责美国造成

西亚局势不稳定

据新华社洛杉矶1月8日电 （记者

谭晶晶）美国私企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

的“游隼”月球着陆器 8日发射升空，但此

后着陆器遭遇推进系统故障，目前尚不

清楚该故障对此次登月任务的影响。

据美国航天局 8 日介绍，“游隼”在

与火箭分离后不久进入安全运行模式，

但此后推进系统出现故障，“游隼”无法

稳定地面向太阳。美航天机器人技术公

司正在对故障进行评估。美航天局将协

助该公司审查飞行数据、核查故障原因

并制定下一步计划。

“游隼”原计划于 2 月 23 日在月球表

面实现“软着陆”。遭遇技术故障后，“游

隼”能否登月仍是未知数。

美“游隼”月球着陆器

发射后遭遇技术故障

新华社耶路撒冷 1月 9 日电 （记

者吕迎旭、张天朗）以色列军方 9 日在战

况通报中说，以色列陆海空军继续在加

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过去 24 小时打死约

40 名 巴 勒 斯 坦 伊 斯 兰 抵 抗 运 动（哈 马

斯）武装人员。

通报说，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南部

汗尤尼斯“纵深地区”与哈马斯作战，消

灭了大约 40 名“恐怖分子”，查获了各种

武器并发现重要地道竖井。

另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8

日数据，过去 24 小时，以军对加沙地带

进行了 17 次“屠杀”，造成 249 人死亡、

510 人受伤。

巴勒斯坦外交部 8 日宣布，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2.3 万人死亡、5.8 万余人受伤。

新华社贝鲁特 1月 9 日电 （记者

谢昊）黎巴嫩真主党 9 日出动无人机袭

击了位于以色列塞费德的以军北方司令

部总部。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

报 道 ，此 次 袭 击 是 对 巴 勒 斯 坦 伊 斯 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萨利

赫·阿 鲁 里 等 人 在 贝 鲁 特 南 郊 被 暗 杀

的回应。

以 色 列 军 方 9 日 在 社 交 媒 体 发 文

说，以军位于塞费德的北方司令部遭到

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以军发布的视频显示，司令部

的一处停车场升起一股浓烟。

另外，以军在 9 日发布的战况通报

中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当天遭到来

自黎巴嫩的导弹袭击。

1 月 2 日，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位于黎

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哈马斯办公室，

导致萨利赫·阿鲁里等 6 人死亡。

以军持续在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
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军北方司令部总部

1月 7日，一名男孩在加沙城的废墟旁生火。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