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4要 闻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３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吕德胜 实习编辑/裴永桢

今年 6 月 10 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

节，从汨罗江到墨西哥霍奇米尔科湖、英

国曼彻斯特运河，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们在龙舟竞渡的团结拼搏和欢快

氛围中，体验文明交融的魅力。这一天，

也是联合国大会设立的首个文明对话国

际日，见证了中国携手各国推动文明对

话、促进文明互鉴的最新努力。

“在此，我愿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去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面向世界

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

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

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更好地实

现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世界文明百花

园更加繁荣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一年多

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呼应。正如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所说，联大关

于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充分体

现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再次彰显

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正越来越多地成为

国际共识。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
交流交融

中国提出决议后，第 78 届联合国大

会协商一致通过，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

联署、支持该决议。文明对话国际日的

设立，众望所归。

“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对于消除歧视

偏见、增进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通、加

强团结合作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社会团

结应对共同挑战注入正能量。”傅聪如

此阐述推动联大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的初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莫

斯表示，跨文化对话是相互理解、合作和

建立信任的一种手段。而设立文明对话

国 际 日 正 是 一 个“ 挖 掘 对 话 潜 力 的 机

会”，它能够“跨越差异建立桥梁”，从而

提供解决所有挑战的手段。

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与珍视，与

习近平主席 10 年前在法国巴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部所阐述的文明观一脉相

承：“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

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10 年过去，习近平主席演讲中说

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过时，甚至更具现实

意义。”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

琳娜·博科娃曾在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

那次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推动文明对

话、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理念，对当下至关

重要”，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文明互鉴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起到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将在这方面

为世界作出很多贡献”。

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娜格玛纳·哈

什米说，中国始终坚定倡导和推动文明

互鉴，通过发起文明对话国际日等方式，

推动不同文明、种族、民族之间的相互了

解，她感到由衷赞同。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万

里之遥，不以为远。文明之光，相互映

照。”作为今年中法文化旅游年的一项文

化盛事，“紫禁城与凡尔赛宫”特展正在

北京故宫举行，以约 200 件文物详尽展

现中法之间互学互鉴的文化交流史。

在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最具盛名的

卡尔纳克神庙区，中埃两国考古学家经过

近 6年合作发掘，让尘封 3000多年的孟图

神庙遗址逐渐重现往日图景，为中埃文明

交流互鉴搭建起一座新的友谊桥梁。

从与多国互办文化旅游年、合作开

展考古研究、开展经典作品互译，到举办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主场外交，中国践

行全球文明倡议的行动有目共睹。塞内

加尔通讯社前总编谢赫·恩迪亚耶认为，

中国一直积极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对话，

“为世界作出长期贡献”。

南非西开普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武长虹说，有关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

提议，“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多边主义和联

合国工作的坚定支持，更体现了中国在

百年大变局中的大国担当”。

“人类前行之路将越走
越宽广”

今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

国事访问期间，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赠送

多本中国翻译的法国小说，包括《九三

年》《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高老头》《茶

花女》《三个火枪手》。马克龙总统也为

习近平主席准备了一份“书礼”：1856 年

出版的雨果著作《沉思集》。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

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习近平主席

道出“以书会友”的文明底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新时代以来，从主场外交、国事访

问到多边舞台，习近平主席一次又一次

向世界阐释中国的文明观，顺应时代潮

流提出促进文明对话交流的中国倡议，

亲力亲为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增进

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

“文明是包容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习近平主席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

要动力；“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在联合

国日内瓦总部，阐明人类文明多样性是

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

互鉴而发展”，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

式上，强调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告诉记

者，从雅典到北京，他多次同习近平主席

就人类文明展开对话，在思想交流中深

感共鸣。在他看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

阐明的理念，世界文明应当在不同文明

的合作与对话之中不断丰富完善，各国

携手加强文明对话才能有益于和平与团

结。“如果世界各国都秉持这样的理念，

人类前行之路将越走越宽广。”帕夫洛普

洛斯说。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

低优劣之分”，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话让巴

西东方学教授、《易经》葡萄牙文版译者

古斯塔沃·平托印象深刻，并感同身受。

“不同文明要保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

在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思·贝内特

看来，习近平主席倡导多层次推进文明

交流互鉴，“这不仅将促进科学和认知的

发展，也将促进相互了解、和平与友谊”。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
文明对话”

位于中国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

在千百年前东西方文明对话中塑造了交

流交融的奇迹，如今继续见证着新时代

鲜活蓬勃的文明对话。近日，来自 22 个

国家的驻华使节、高级别外交官来到这

座文明殿堂，共同探讨文明交流互鉴的

时代意义。

萨摩亚驻华大使卢阿马努韦·马里

纳说，这样一场关于文明的对话“有趣

且成果丰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将

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与此同时，相隔

千万里的国家还可以通过共建“一带一

路”寻找文化的共通之处，在对话中求

同存异。

纵 观 人 类 历 史 ，把 人 们 隔 离 开 来

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

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当前多

重 危 机 挑 战 交 织 叠 加 ，世 界 进 入 新 的

动 荡 变 革 期 ，人 类 社 会 再 次 来 到 历 史

的十字路口。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

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

互学互鉴”“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

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

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

种挑战”……习近平主席的声声话语，蕴

含着如何用文明对话之钥破解时代困境

的答案。

不久前，“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际研

讨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

参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文化对话部

门项目专员尤安·麦克韦-琼斯认为，对

话有助于建立信任与合作，当今世界面

临气候变化、地区冲突和数字治理等诸

多挑战，文明对话可以成为有效应对上

述挑战的工具。

在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

德希尔看来，文明对话正是一条实现可

持续全球和平、安全和包容性发展的必

经之路，“期待中国继续推动以解决问题

为导向的文明对话，促进不同文明间通

过对话达成共识”。

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将继续做文

明对话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愿同国际社

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

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将世界

文明百花园建设得更加繁盛多彩、生机

盎然。

（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记者朱

瑞卿、王雅晨、汤洁峰）

文 明 如 水 润 物 无 声
—世界瞩望中国以对话推动文明和谐共生

6 月 12 日，在位于内蒙古呼和浩

特市的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

公司沙良物流园，一列满载 29 个集装

箱、290 辆国产商品汽车的中欧班列

驶出。本趟班列为呼和浩特首趟中欧

班列商品汽车运输专列，所搭载的汽

车将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最终运抵

俄罗斯莫斯科。图为专列出发。

新华社发

呼和浩特首趟中欧班列
商品汽车运输专列出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秘书长格林斯潘日前在瑞士日内瓦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全

球发展倡议是一个“极好的框架”，有助

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格林斯潘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在绿

色发展、粮食安全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与

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使命高度

契合。她注意到，该倡议提出根据民众

需求量身定制基础设施，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今年正值贸发会议成立 60 周年，格

林斯潘呼吁扩大和深化国际合作，并认

为全球发展倡议将为此提供助力。她表

示，贸发会议自成立之初就一直为发展

中国家发声，今后将致力于为发展中国

家创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公平和更可

持续的国际框架。

格林斯潘高度评价中国与贸发会议

的长期合作。“中国和贸发会议均倡导开

放 贸 易 ，坚 信 贸 易 和 投 资 对 发 展 的 贡

献。”她说，贸发会议将中国视为“20 世

纪和 21 世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典

范”，并从中汲取经验。

格林斯潘去年参加了首届中国国际

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她认为，链博会致

力于让贸易更具包容性，展示了中国对

开放贸易的承诺。“我们需要让贸易和投

资更具包容性、更绿色、更可持续。”

格林斯潘高度评价中国在贸发会议

技术合作项目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她

说，这些项目帮助多国提升数字化和贸

易便利化水平，“从而使这些国家能够以

更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

格林斯潘说，贸易和贸易便利化对

于“良性竞争和更深入的合作”至关重

要，而贸发会议是支持各国在这些领域

开展合作的主要国际组织之一。贸发

会议的各项工作需要成员国参与，以回

应不同的声音和多样化的情况。她还

呼吁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通过对话加

强合作。

贸发会议是联合国处理有关贸易

和发展问题的常设机构，由发展中国家

倡议并于 1964 年成立。贸发会议的宗

旨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贸

易、投资机会，并帮助它们应对全球化

带来的挑战和在公平的基础上融入世

界经济。

（新华社日内瓦 6月 11日电 记者

陈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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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多哈 6 月 12 日电 近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卡

塔尔国文化部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

备忘录》在多哈签署。这是中卡出版界、

文化界、学术界共同推动首届中国－阿

拉伯国家峰会成果落地的生动体现。

根据备忘录，中卡双方将在未来 5

年 内 ，共 同 翻 译 出 版 50 种 两 国 经 典 著

作，用更多的优秀互译作品促进两国人

民加深理解、增进友谊，推动中阿两大文

明互学互鉴，为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全面

发展注入人文力量。

中卡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备忘录在多哈签署

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记者马

卓言、曹嘉玥）就美方近日以涉嫌“强迫

维族人劳动”为由将三家中国企业列入

有关“制裁”清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12

日表示，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

蔑抹黑，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单边制

裁，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

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 国 土 安 全 部 11 日 发 表 声 明 ，以 涉 嫌

“强迫维族人劳动”为由，将三家中国企

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

单”，禁止进口它们的产品。中方对此有

何回应？

“美方再次炮制散布涉疆虚假叙事，

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制

裁，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林剑说。

林剑表示，新疆的发展成就有目共

睹 ，中 国 中 央 政 府 的 治 疆 政 策 深 入 人

心。我们多次援引大量数字事实说明，

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完全是无

稽之谈，是极少数反华分子炮制的世纪

谎言，其目的是搞乱新疆、抹黑中国、遏

制中国的发展。美方以谎言为依据，一

意孤行实施涉疆恶法，将中国企业列入

有关制裁清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

重扰乱市场正常秩序，严重违反国际贸

易规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实质是企

图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以人权为名

侵害广大新疆群众的生存权、就业权、

发展权，其“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昭然

若揭。

林 剑 指 出 ，美 国 国 内 问 题 堆 积 如

山 ，美 方 如 果 真 的 关 心 人 权 问 题 ，就

应 该 采 取 措 施 ，切 实 解 决 国 内 的 种 族

歧 视 、枪 支 暴 力 、毒 品 泛 滥 等 痼 疾 ，而

不 是 内 病 外 治 ，对 别 国 横 加 干 涉 、滥

施制裁。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

污蔑抹黑，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单边

制裁，停止打着人权幌子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林剑表示，中方将继续

采取坚决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

当合法权益。

外交部：坚决反对美方打着人权幌子制裁中企

新华社安曼 6月 11日电 （记者何

奕萍）11 日在约旦举行的加沙紧急人道

主义应对会议发表最后声明说，与会者

呼吁立即实现加沙地带永久停火、立即

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并结束拉

法军事行动，为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进

入加沙提供便利。

声明说，要清除所有向加沙地带运

送人道主义援助的障碍，为安全有效分

发人道主义援助提供有利条件；要充分

尊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特别是有关

保护平民、民用基础设施、联合国和人道

主义援助工作人员、医疗人员以及媒体

工作者的。

声明说，要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

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履行职责提供必要支

持；要促进和支持在加沙建立联合国机

制，以加快和简化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

运送过程，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2720

号决议保障援助送达平民。

声明说，要处理早期恢复的优先事

项，包括教育、卫生、住房、食品、水、电

力、后勤服务等，并强调作为早期恢复的

一部分，儿童的教育至关重要。此外，要

为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回归家园提供必

要条件。

声明还说，要加紧外交努力，结束以

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并为实施

“两国方案”开辟一条可信且不可逆转的

道 路 ，最 终 建 立 以 1967 年 边 界 为 基 础

的，拥有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以

色列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处。

此次会议由约旦、埃及和联合国联

合举办，包括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

及总统塞西、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及国际

组织负责人参会。会议旨在加强国际社

会协调，寻求有效应对加沙地带人道主

义危机的机制和步骤。

加沙紧急人道主义应对会议呼吁立即实现永久停火

近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北约正

加强其东翼军事部署，旨在有效威慑俄

罗斯。另据媒体报道，北约领导层正就

在“军事申根区”框架内建立横跨欧洲的

军事走廊展开谈判，相关结果可能在今

年 7 月北约峰会举行之前宣布。

所谓“军事申根区”，就是效仿欧盟

在民事领域的“申根区”打造的一个北

约 军 事 力 量 能 够“ 自 由 流 动 ”的 区 域 。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官方文件是 2017

年欧盟的“军事机动性行动计划”。同

年，北约出台“军事申根区”倡议，旨在

简化和标准化跨境军事运输程序，解决

北约在欧洲开展军事行动的物理障碍、

法律障碍以及行政监管障碍。这样，当

出现危机时，北约能够更加高效快捷地

将军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到对抗前沿。

虽 然 西 方 媒 体 在 报 道 相 关 新 闻

时 ，多 是 指 责 俄 罗 斯 针 对 乌 克 兰 的 军

事行动让欧美不得不加快建设这一特

殊 机 制 ，但 也 有 分 析 在 梳 理 历 史 后 指

出 ，“ 军 事 申 根 区 ”的 建 设 与 北 约 不 断

东 扩 有 关 。 冷 战 结 束 后 ，北 约 经 历 多

轮东扩，东翼边界不断延伸，一线部队

部 署 、弹 药 和 物 资 补 给 等 任 务 变 得 更

加复杂。欧洲各国标准不一的边境管

控措施以及基础设施不适配战时需求

等 现 实 问 题 ，对 北 约 的 军 事 机 动 形 成

了 严 重 掣 肘 。 为 此 ，美 国 借 助 俄 乌 冲

突 在 北 约 内 部 渲 染 俄 罗 斯 威 胁 论 ，强

调快速部署和调动部队的能力不仅是

效 率 问 题 ，而 且 是 有 效 防 御 和 威 慑 的

关键组成部分。

这种情况下，关于建立“军事申根

区”的问题在欧洲再次得到重视。今年

1 月下旬，德国、荷兰和波兰签署一项协

议，在三国之间建立一条军事运输走廊，

以提升整个欧洲的军事机动性。德国国

防部国务秘书穆勒表示，这条走廊使欧

洲走上了通往真正“军事申根区”的道

路。今年 3 月开始，作为北约主导者的

美国加速推动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加

入“军事申根区”，以便于美军进驻这些

“环北极国家”，部署防空系统，建设军事

设施。

北约推进“军事申根区”建设的种

种 举 措 ，背 后 凸 显 的 是 当 前 欧 洲 安 全

局势的复杂动向。随着俄乌冲突的延

宕，欧洲各国的安全焦虑空前加深，防

务建设的主动性明显上升，欧洲“再军

事 化 ”脚 步 不 断 加 速 。 在 此 环 境 氛 围

下 ，打 造“ 军 事 申 根 区 ”的 呼 声 越 来 越

高 。 同 时 ，美 国 对 欧 洲 这 一 分 担 防 务

责 任 的 举 措 也 乐 见 其 成 ，支 持 北 约 把

建设“军事申根区”作为升级对俄威慑

的重要手段。

尽管欧洲国家想通过建立“军事申

根区”缓解安全焦虑，但很可能事与愿

违。一方面，“军事申根区”的形成，将拉

高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紧张程度，进而

加剧本已紧张的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局

势。俄罗斯已明确表示，如果“军事申根

区”成为现实，俄方将“作出适当回应”。

另一方面，简化或取消外国军队调动的

审批手续，必将导致外国军队能以更大

的自由度进出国境，损害欧洲国家的主

权安全。届时，诸如外国军队进出的规

模、离开的期限等问题，都将成为难以控

制的因素。一旦未来爆发冲突乃至战

争，这种开放通道的行为，也极易将原本

想保持中立的国家卷入其中。正如相关

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加入“军事申根

区”与其说是一种安全保障，不如说是一

种安全风险。

欧洲打造“军事申根区”或将事与愿违
■海 镜 高鸿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