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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而不息的高铁、先进的智能设

备、稳步推行的探月工程……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防化学院学习期间，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常常

让我赞叹不已。中国人民勤奋且富有

创造力、热爱自己的国家又充满积极

向上的力量，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

们捍卫和平和公道正义的行动。这种

行动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

好的外部环境，也让包括哈萨克斯坦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受益匪浅。

发展与和平是分不开的，中国式

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当下，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全球局

势并不稳定。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

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为变

乱的世界注入了中国人常说的“正能

量”。与此同时，中国探索出来的现代

化 道 路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了 有 益 借

鉴 。 有 中 国 这 样 的“ 好 邻 居 ”“ 好 朋

友 ”，对 哈 萨 克 斯 坦 来 说 无 疑 是 幸 运

的。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哈

中在教育、科技、农业等领域展开密切

合作，每年都有许多哈萨克斯坦的年

轻人到中国留学，我也是哈中教育合

作的受益者。

早在来中国之前，我就关注到中

国帮助非洲所作的贡献。多年来，中

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向非洲

多个地区派出维和部队，以实际行动

守护和平、捍卫生命，已成为维护当地

和平的关键性力量。中国还在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发展等方面向非洲分享

经验，给予他们至关重要的支持与帮

助，有助于减少冲突，为当地民众带来

发展的希望。

来到中国后，每一天的学习生活、

每一处的参观见学，都在加深我对中

国的了解。我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

对外交往方式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有

的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总是绕不开

挑起冲突、发动战争，中国却坚持和平

友好、互利互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

“和合共生”，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在

和平环境中发展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

今年，哈萨克斯坦担任上海合作

组织轮值主席国并将举办阿斯塔纳峰

会。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期待今年的

阿斯塔纳峰会能推出更多关于和平发

展的议程。

我希望哈中两国未来能够继续睦

邻友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我也将把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故

事分享给更多哈萨克斯坦人，为两国

之间的友谊添薪加火。

（本报记者王敏、尉寅础 通讯员

王鹏采访整理）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哈萨克斯坦空军上尉 苏 丹

本报北京 4 月 29 日电 记者程安琪报道 ：记者从国防

部 新 闻 局 获 悉 ，根 据 中 蒙 两 军 年 度 合 作 计 划 及 双 方 共 识 ，

中 蒙“ 草 原 伙 伴 -2024”陆 军 联 合 训 练 于 4 月 底 至 5 月 下 旬

在蒙古国东戈壁省举行。中方将派出营级规模兵力，携各

型 武 器 及 轮 式 装 备 等 赴 蒙 参 训 。 此 系 两 国 陆 军 首 次 联 合

训 练 ，以 应 对 非 法 武 装 团 体 活 动 为 课 题 ，旨 在 进 一 步 深 化

中 蒙 两 军 战 略 互 信 与 务 实 合 作 ，为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注 入 正

能量。

中国与蒙古国将举行“草原伙伴-2024”陆军联合训练

新华社利雅得 4月 28日电 （记者

王海洲）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 28 日在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幕，重点关注

全球合作、增长和能源，讨论如何通过加

强国际合作建立更加强韧的全球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

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由于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和社会经济差距加深全球分歧，

国 际 合 作 和 针 对 性 对 话 从 未 如 此 迫

切。这次特别会议为来自各行各业和

各地区的领导人提供机会，探索应对挑

战的方案。

沙特经济和规划大臣费萨尔·易卜

拉 欣 表 示 ，振 兴 国 际 合 作 从 未 如 此 重

要。增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能源是经

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必须以负责任的方

式进行生产和消费。他呼吁投资清洁能

源，并确保能源的公平获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

娃呼吁各国思考如何用可持续方式应对

债务问题。她说，美国债台高筑需要进

行思考，需要在财务方面更具责任感。

她还表示，我们要推动贸易，要让资本更

好地流动。

会议还关注巴以冲突和加沙人道主

义局势。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出席开幕

式并讲话，呼吁通过国际会议等政治解

决巴以冲突，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共有来自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0 多人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呼吁加强全球合作

去年 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

持续超过 200天，如今拉法成了举世关注

的焦点。以色列军队随时可能对这座加

沙地带南部边境小城发起地面攻击，而

这里聚集着从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逃难

而来的 100多万巴勒斯坦人。

日前，记者从加沙地带中部城镇代

尔拜拉赫乘车前往拉法进行采访。车窗

外，重型卡车驶过，卷起漫天沙尘。一道

黑色的铁门，出现在道路尽头。铁门的

另一边是埃及。

随着以军在加沙地带的作战行动从

北向南不断推进，上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

从北向南逃亡。在这个南北长约 40公里、

东西宽约 9公里的狭窄地带，他们又能逃

到何处去呢？即使在划出的“安全撤离路

线”上，炸弹依然会毫无征兆地落下。

逃亡之旅止步于加沙地带最南端的

拉法，再往南就是埃及了。目前这座面

积仅有五六十平方公里的小城已容纳了

150 万多人，其中高达八成从加沙北部

和中部逃难而来。

3 月 15 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批准以军地面进攻拉法作战计划，攻打

拉法已箭在弦上，在拉法避难的巴勒斯

坦人的命运令人揪心。

为方便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一开始就提出将加沙地带的巴勒

斯坦平民驱逐至埃及西奈半岛，但这种

“强制迁移”的做法遭到了埃及、巴勒斯

坦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拉法口岸

通行受到严格控制，目前只有极少数人

能够离开拉法进入埃及。

十年前，来自埃及的加扎勒·巴萨苏

嫁给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并养育了 4

个孩子。在几乎花光所有积蓄之后，巴

萨苏通过在埃及的亲人，拿到了返回埃

及的许可，但被告知只能带走两个孩子。

出关前，巴萨苏紧紧地抱着孩子不愿

离去，在不得不撒手的那一刻，她已泣不成

声。“战争逼迫我们一家人分离，不知道以

后我们还能否团聚，”她向记者哭诉道，“为

什么我们总要承受这样的苦难和不公？”

生离死别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在拉

法口岸上演。离开的人庆幸自己最终成

功逃离这片“死亡地带”，却又牵挂留下

的亲人朋友；留下的人经历骨肉分离后，

只能继续艰难求生。

（据新华社加沙4月29日电 萨娜·

卡迈勒）

在拉法口岸见证离别

随着一项搁置数月的对外援助拨款

法案日前在美国国会通过，拜登政府接

连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援。分析人

士认为，美国恢复援助将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乌克兰在战场上面临的困境。与此

同时，这种“浇油”之举将激化地区局势，

使俄乌之间的战火越烧越旺。

军援作用有待观察

美国国会参议院 23 日表决通过总

额 950 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拨款法案，其

中 608.4 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美国

总统拜登 24 日签署该法案，并行使行政

权力批准一批价值 10 亿美元的援乌武

器，包括多种弹药和战车等。这批武器

来自美国国防部库存，预计将较快运抵

乌克兰。

美国国防部 26 日宣布一项价值 60

亿美元的对乌额外安全援助，包括适配

“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先进地对

空导弹系统”的导弹，以及能使乌军现有

防空系统与西方援助系统实现整合的装

备。这批援乌武器需要向美国武器制造

商采购，预计数月甚至数年后才能交付。

自今年 2 月俄军夺取乌东部重镇阿

夫杰耶夫卡后，前线形势开始朝着对俄

军有利的方向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

斯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等高

层 频 频 对 媒 体 表 示 ，乌 军 面 临 严 重 困

境，急盼美国通过援助拨款法案。

尽管美国恢复军援让乌方有了一

些底气，但拨款法案援乌资金中的大部

分用于补充美军自身军备和支援北约

盟友的资金以及对乌经济援助，再加上

美国军工企业产能有限，不少援乌武器

交付缓慢，美方这批援助能否改变乌方

战局还有待观察。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

国 新 一 轮 对 乌 援 助 不 会 改 变 战 场 形

势。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伊 利 亚·克 拉 姆 尼 克

说，新一轮美国援助中只有一小部分会

直接送到乌克兰，对乌克兰扭转战局的

帮助非常有限。俄军事专家亚历山大·

米哈伊洛夫也认为，美国援助能给乌克

兰带来一种“局势或将改变”的希望，但

事实上战场局势“仍对俄罗斯有利”。

战火烧至基础设施

分析人士指出，俄军近来明显占据

上风是美国急于通过对乌援助法案的

重要原因。俄国防部 27 日通报说，20

日至 27 日，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等多地击退乌军进攻，夺取多

处居民点并占领更有利阵地。不过，尽

管俄军火力占优，但乌军依靠坚固工事

防守，俄军要取得重大突破也非易事。

在正面战场胶着之时，最近俄乌都把对

方 能 源 、军 工 等 基 础 设 施 作 为 打 击 重

点，这表明冲突范围还在继续扩大。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 23 日说，俄军将

加强对乌境内西方武器物流中心、储存

基地的打击力度，以应对美国及其盟友

对俄构成的威胁。根据俄国防部 27 日

的通报，俄军过去一周使用“匕首”高超

音速导弹及无人机等，打击了乌能源工

业设施、军工综合体、铁路设施、防空系

统、军火库、燃料库、无人机和无人艇生

产维修车间等目标。26 日深夜至 27 日

凌晨，乌最大私营能源企业顿巴斯燃料

和能源公司旗下 4 座火力发电厂遭俄方

导弹袭击，受损严重。

乌克兰方面，《乌克兰真理报》24 日

报道说，乌方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

石油公司位于斯摩棱斯克州的两座油

库，导致油库设施起火、人员疏散。乌

国家安全局说，俄能源设施为俄国防工

业和军队提供支持，是乌“合法”打击目

标，乌方将继续实施此类袭击。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俄乌将

继续打击对方基础设施。特别是随着

美西方向乌提供射程更远的精确打击

武器，乌方对俄境内目标的打击范围也

会进一步扩大。

此外，俄国防部在 4 月中旬一次例

行通报中首次提及“北部”集团军，引发

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俄军新增部署

该集团军是为了加强俄乌边境俄方一

侧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等

州的防御，遏制乌军远程武器和无人机

对这些地区的持续攻击。也有观察人

士认为，随着天气转暖，俄军可能正在

酝酿更猛烈的进攻，“北部”集团军所负

责区域正对着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哈

尔科夫州和苏梅州，这些地方可能会成

为俄军新一轮进攻的主要目标。

（新华社莫斯科4月 28日电 记者

黄河）

美国继续“浇油”助燃俄乌战火

斯里兰卡维和部队官兵日前来到我第 22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营区参观。双方就目前任务区安全形势进行

交流，并分享维和工作经验。图为我维和官兵为维和友军演示扫雷排爆装备。 黄远利摄

（上接第一版）

“ 铁 杆 情 谊 ”，是 中 塞 关 系 的 关 键

词。202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

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说：“塞尔维

亚是中国的铁杆朋友，两国关系经受住

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堪称中国同欧洲国

家友好关系的典范。”武契奇总统表示，

我们对塞中铁杆友谊感到自豪。

人们不会忘记，中塞两国深厚传统

友谊和特殊友好感情是用鲜血和生命铸

就的。人们不会忘记，在面对一次次困

难和挑战之时，中塞两国人民始终患难

与共，彼此支持。

2008 年 5 月，汶川地震发生后，塞尔

维亚政府获悉中国地震灾区急需帐篷等

物资，从军队储备中调集一批帐篷驰援

灾区，并在外包装印上“致中国人民”。

2020 年 2 月，在中国人民全力抗击新冠

疫情的关键时刻，一场主题为“塞尔维亚

人民永远和中国兄弟在一起”的音乐会

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到场的塞尔维亚各

界人士用中文高喊“中国加油”。同年 3

月，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时，中国政府向

塞尔维亚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帮助塞尔

维亚应对疫情，武契奇总统亲自到机场

迎接并亲吻五星红旗，如此场景至今温

暖人心……

“朋友是时间的果实。”在 2016 年访

塞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发表的署名文章

中引用这句塞尔维亚谚语。在那次访问

期间，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8

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双边

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高层交往日

益紧密，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为各领域合

作提供坚实政治基础。

由中企承建的 E763 高速公路新贝

尔格莱德-苏尔钦段、贝尔格莱德绕城

高速公路路段去年相继通车，波扎雷瓦

茨至戈卢巴茨快速路建设稳步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塞方再工业化和

“塞尔维亚 2025 愿景”国家战略对接持

续深化，硕果累累。

在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

厂，两国员工正为建设在欧洲具有竞争

力的钢铁企业共同努力；在塞尔维亚西

部城市瓦列沃，中国海信集团投资建厂，

所生产的冰箱销往欧洲多国……中塞两

国产业合作持续升温，不断释放新的活

力，带来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与中国分享我们最好的”是第四届

进博会塞尔维亚国家馆的醒目标语。塞

尔维亚已连续 6 年参加进博会，精酿啤

酒、特色红酒、农产品等逐渐被中国消费

者熟知。2023 年 10 月，中国与塞尔维亚

签署自贸协定，这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随着两国务

实合作不断向更广领域拓展，中塞在共

同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将书

写两国友谊的新篇章。

携手同行，中匈打造
交往新典范

在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切佩

尔港物流园，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处理从

集装箱卸下的大批货品。不少货物都是

经中欧班列陆运或“空中丝绸之路”航空

货运自中国发运而来，由机器人放置在

智能库房，经过短暂存储后发往欧洲多

国。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物流合作发

展，大大节省中国商品到达欧洲消费者

手中的时间。

匈 牙 利 是 首 个 同 中 国 签 署“ 一 带

一 路 ”合 作 文 件 的 欧 洲 国 家 。 2023 年

10 月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会 见 来 华 出 席 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时说：“中方愿同匈

方 继 续 做 彼 此 信 赖 、合 作 共 赢 的 好 朋

友 、好 伙 伴 ，以 明 年 建 交 75 周 年 为 契

机 ，推 动 中 匈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不 断

迈 上 新 台 阶 ，续 写 中 匈 友 好 合 作 关 系

的新篇章。”

建交 75 年来，中匈两国始终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树立

了新型国际关系的良好典范。2017 年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

间，习近平主席与欧尔班总理共同宣布

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匈关系

进入“换挡提速”的历史新阶段。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双方合

作持续升级的重要抓手。双方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与匈牙利“向东开放”战

略紧密对接。郑州、宁波至布达佩斯货

运直航成功开通，合肥、石家庄、赣州等

城市至布达佩斯中欧班列高效运行，“空

中丝绸之路”、中欧陆海快线在亚欧大陆

之上密织交通网线，有力提升匈牙利地

区交通枢纽地位。

匈 牙 利 谚 语 说 ，结 伴 才 能 走 得 更

远。在两国领导人亲自关心和战略引领

下，中匈互联互通不断深化，务实合作蓬

勃发展。中国 3 月宣布对匈牙利等 6 国

试行免签政策，匈方迅速回应，对中国实

施签证便利化安排；匈牙利的牛肉、托卡

伊葡萄酒等优质农产品走入中国千家万

户；匈牙利公司开发的“魔墙”互动技术

应用在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国家

会展中心等大型场馆；来自中国的蔚来、

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行驶在匈牙利的大

街小巷，中企投资建设的光伏项目助匈

牙利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中企在

匈建成欧洲首个 5G 智慧铁路港……两

国在旅游、农业、科技、清洁能源等领域

的合作不断造福两国民众。

中匈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两国人民传统友好，人文交流日益密

切。2023 年，习近平主席复信匈牙利匈

中双语学校学生，鼓励匈牙利青少年更

多了解中国，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

的使者。匈中双语学校成立于 2004 年 9

月，是中东欧地区第一所使用中文和所

在国语言教学的公立全日制学校，是两

国文化和教育合作的典范。在匈牙利，

中文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作为高

考科目，“中文热”持续升温，了解中国文

化的热情不断高涨。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

首首次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匈牙利

马蒂亚斯·科尔维努斯学院国际关系学

院负责人莫尔迪茨·乔鲍说，匈中关系发

展“非常好”，相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必

将为两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正确定位，推动中欧
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中国始终坚持以战略视野看待中

欧关系，视欧洲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

极和合作伙伴，主张双方坚持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正确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增

进理解、妥处分歧，共同做多边主义的

践行者、开放发展的倡导者、文明对话

的推动者。

放眼未来，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中

欧之间需要架更多的“桥”。英国 48 家

集 团 俱 乐 部 名 誉 主 席 斯 蒂 芬·佩 里 表

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进一步促进

欧 中 交 往 。 他 认 为 ，欧 盟 需 要 排 除 干

扰，“以更理性、友善的态度对待中国”，

通过更积极、务实的合作，推动欧中关

系持续发展。

2023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欧

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时强调，双方要多做加法，以更

深入、更广泛合作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

的纽带。

中欧班列 2023 年开行 1.7 万列，联

结欧洲 25 个国家 219 个城市，在动荡世

界中构筑起一条安全畅通的产供链生

命 线 。 中 方 给 予 欧 洲 多 国 免 签 待 遇 ，

便 利 双 方 人 员 和 经 贸 往 来 。 匈 塞 铁

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克罗地亚佩列

沙 茨 跨 海 大 桥 等 中 欧 合 作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重 点 项 目 持 续 造 福 沿 线 民 众 。

中 欧 互 为 第 二 大 贸 易 伙 伴 ，成 为 中 欧

“ 合 作 远 大 于 竞 争 ，共 识 远 大 于 分 歧 ”

的真实写照。

克罗地亚前总统伊沃·约西波维奇

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项目不断落地，欧洲国家在交往中感

受到中方本着相互尊重原则携手共进的

真诚愿望，期待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为

双方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深化友谊注

入新动力。

强化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下协调，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粮食

安全、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全球性挑

战……法国巴黎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

利亚齐德·本哈米表示，欧洲和中国拥

有共同利益，互相尊重、寻求双赢应是

欧中合作的主基调。双方多对话、多合

作，才能为共同应对和平、气候、环保等

全球性挑战作出贡献。

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增益的是双

方和世界人民福祉。“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同舟

共济、命运与共，得到许多欧洲国家和人

民的认同。”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专家斯

特凡·奥森科普说，相信习近平主席此次

访问欧洲，双方将继续发出主张世界多

极化、共同应对挑战的合声，为促进世界

的和平、稳定、繁荣凝聚共识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 4月 29日电 记者赵

嫣、张代蕾，参与记者唐霁、石中玉、陈

浩、金晶、乔本孝、李学军、单玮怡、张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