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4要 闻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４日 星期日 版面编辑/孙琦 谢菲 实习编辑/尉寅础

本报万象 7月 13日电 特约记者

刘应报道：7 月 9 日至 13 日，参加中老

“友谊盾牌-2024”联演的双方卫勤保

障分队在老挝人民军库玛丹学院训练

场展开联合训练，提升联合卫勤保障

能力。

中老双方围绕野外条件下热射病

救治、战伤紧急处置、野外条件下救护

所开设等内容组织训练和交流。训练

中，中方与老方划分医疗救治组、手术

组和医疗保障组进行模块混合编组训

练，涵盖损伤控制性手术、战场急救技

术 、自 救 互 救 和 保 障 单 元 运 用 等 内

容。双方参演官兵默契配合，各环节

衔接顺畅有序，有效探索了“指挥协同

配合、信息流转共享、力量统筹使用”

的保障模式。

为解决“战时批量伤员救治”这个

重难点，参演官兵进行了伤员救治流

程桌面推演，聚焦批量伤员前接与现

场急救、重伤员抗休克治疗等课目组

织协同训练。此次联演还将空中医疗

后送力量纳入其中，围绕直升机舱内

基础生命支持等内容反复演练，在卫

勤保障质效上实现新突破。

联演展开以来，中方卫勤保障分

队还联动当地医疗救治力量，采取“任

务部队自救互救、医疗队紧急救治、后

方医院专科治疗”的模式，以最大限度

提升保障效能。

上图：参加中老“友谊盾牌-2024”
联演的双方卫勤保障人员联合进行伤

员转运训练。 易 定摄

中老“友谊盾牌-2024”联演卫勤保障分队展开联训

热浪滚滚，厉兵秣马。

7 月上旬，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市某

训练基地演兵场上硝烟弥漫。随着战

车骤停，中白参训官兵迅速下车组成

环形警戒，并隐蔽开火、交替掩护……

一场联合练兵正在展开。

按照训练计划，参加中白“雄鹰突

击-2024”陆军联训的两军官兵，目前

正处于单课目混编适应性训练阶段。

双方官兵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在稳步

提升训练质效的同时，不断增进互信

与友谊。

“房间突入环节中，双方的配合还

不紧密，侧身暴露时间过长，任务失败

风险过高……”在“解救人质”课目教

学中，中白双方官兵围绕破门技术、突

入方式、清剿原则等深入交流，充分预

想实战中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训练

水平和协同能力不断提升。

在直升机快速机降课目中，中方

参训队员和白方组训教练员围绕机降

过程中突发情况处置、着陆后如何快

速警戒等问题，边讨论边实践，促进训

练向实战靠拢。训练中，双方参训官

兵相互借鉴各自训练理念和技战术要

领，达到行动效益最大化，圆满完成机

降行动任务。

中白双方的人员编成、装备配备、

通信手段和指挥方式等各有不同。适

应性训练开始以来，白方选派优秀教

练员，帮助我方参训队员尽快适应训

练场地和白方武器装备。每天训练结

束后，双方参训官兵都会组织阵地复

盘，通过录像回放、数据分析等方式，

深入查摆混编同训中存在的问题，共

同研讨改进对策。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联训，经过几

天的混合编组适应性训练，我不仅结

识了许多中国伙伴，还掌握了中方的

训练方法，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到中国

交流学习。”白方参训分队队员亚历山

大说。

在适应性训练过程中，中白双方

参 训 官 兵 面 对 面 交 流 、肩 并 肩 战 斗 ，

目前已熟悉各自训练方式，配合的默

契度不断提高，为下一步综合演练打

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布列斯特7月 12日电）

战斗肩并肩 友谊金不换
——中白“雄鹰突击-2024”联训适应性训练见闻

■王 波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宏阳

当地时间 7 月 10 日，中国海军第 46 批护航编队焦作舰、洪湖舰技术停靠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进行为期 5 天的补给休

整。图为焦作舰靠泊卡萨布兰卡港。 霍 晶摄

本报维多利亚 7 月 12 日电 记

者娄思佳报 道 ：当 地 时 间 7 月 12 日 ，

执 行“ 和 谐 使 命 -2024”任 务 的 中 国

海 军“ 和 平 方 舟 ”号 医 院 船 圆 满 完 成

对 塞 舌 尔 的 访 问 ，驶 离 塞 舌 尔 维 多

利 亚 新 港 码 头 ，前 往 此 次 任 务 的 第

二站坦桑尼亚。

为 期 7 天 的 访 问 和 医 疗 服 务 中 ，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免费为 4800 余人

次提供医疗服务，成功实施白内障复

明、腹腔镜胆囊切除等手术 60 余例，受

到塞民众广泛赞誉。此外，医院船还

派出多支医疗分队深入当地医院、社

区、海岸警卫队开展联合诊疗、学术交

流和急救技能培训。任务人员还与塞

方联合举行文艺汇演、篮球友谊赛，走

访慰问特殊儿童群体。

塞舌尔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时隔 14 年再次访

问 。 塞 总 统 拉 姆 卡 拉 旺 对 中 国 海 军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到访表达欢迎

与感谢，对塞中两国关系的持续健康

发展给予高度肯定，表示非常期待今

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新一届中非合作

论坛峰会。塞方政要登船参加相关活

动，主流媒体积极报道我医疗服务开

展情况。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结束访问塞舌尔前往坦桑尼亚

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级

别会议 12 日在北京开幕，来自 160 多个

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的代表以线

上线下方式参会。中外嘉宾表示，围绕

全球发展倡议，会议在凝聚共识、推动合

作方面取得新的成果，为推进落实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新动能，

也为“后 2030”全球发展提供新思路。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联

合 国 发 起 成 立“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之 友 小

组”，建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同多

方合作伙伴签署落实合作文件。

“瓦努阿图已经成为这一伟大倡议

的真正受益者。”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在

开幕式致辞时说，“今年年初，我们正式

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为瓦

中合作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尽管当今世

界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瓦努阿图

始终相信中国是可靠的发展伙伴。”

2022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系列重大举措，引

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赞誉。作为

其中一项重大举措，2023 年 7 月，国家国

际发展合作署成功举办全球共享发展行

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

“一年前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

间，召开了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

高级别会议，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代表参加。仅一年时间，我们已经取得

了巨大进展，包括执行超过 500 多个项

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

说，今年 9 月，联合国将召开未来峰会，

在此背景下，中方以“全球南方”当然成

员和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决定主办

第二届高级别会议。本届会议要向世界

发出“发展、行动、团结”的共同声音，一

体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和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

何一个人掉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徐秀丽说，全球发展倡议经过近三年在

全球、区域、国家层面的建设与行动，取

得丰硕成果。本届会议提出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未来峰会，注

重务实合作与创新协同，发出了中国向

全球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的强音，为南南

合作积极创造新价值。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说：“气

候变化和绿色发展是全球发展倡议的重

点合作领域之一。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在

该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期待继续

与中国开展更多合作。”

“毫无疑问，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具有

加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连续出席两届

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博鳌亚

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说，中国在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方面展现出高度的

国际责任感。同时，潘基文也再次呼吁

发达国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中国—非洲（埃塞俄比亚）—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合作示范中心于会议开

幕前夕在北京揭牌成立。据悉，中心是

落实中方支持非洲工业化、农业现代化、

人才培养三大举措，以及中方支持“全球

南方”合作的八项举措的重要成果。

埃塞俄比亚工业部长阿莱贝勒说，

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埃塞以及非洲的大

力、无私支持，埃塞俄比亚迫切期待通过

中心三方联合行动提升发展水平，将与

非洲各国一道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和先进

技术，助力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可持

续发展。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穆勒说，

中心将把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可再生能

源、农业和数字化等方面的技术带入埃塞

俄比亚，并进一步拓展到非洲大陆。“在消

除贫困、实现零饥饿、推动气候行动方面，

中国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联合自强、携手前行是‘全球南方’

国 家 突 出 重 围 、实 现 现 代 化 的 必 然 选

择。中方将同各方一道，携手走好共商

共建共赢的现代化之路，努力开创‘全球

南方’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说。

（新华社北京 7月 12 日电 温馨、

董雪、黄锦江）

凝聚发展共识 推进合作共赢
——来自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级别会议的声音

新华社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 7 月

12 日电 （记 者鲁金博）上 海 合 作 组

织 成 员 国 文 化 部 长 会 议 12 日 在 白 俄

罗 斯 维 捷 布 斯 克 第 33 届“ 斯 拉 夫 巴

扎 ”国 际 艺 术 节 框 架 内 举 行 。 来 自 上

合 组 织 10 个 成 员 国 和 对 话 伙 伴 国 阿

塞拜疆的文化部门负责人和驻白使节

等与会。

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在致辞中说，

23 年来，上合组织文化合作领域不断拓

展，并取得丰硕成果。在当前国际地缘

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大力推进

文化合作，为其他领域的“硬合作”夯实

“软基础”，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高度共

识。相信各方将坚持以“上海精神”为指

引，引领、规划、推动上合组织文化交流

合作走深走实，为构建上合组织共同、多

元、繁荣的文化空间不断作出新贡献。

他同时祝贺白俄罗斯成为上合组织第

10 个成员国。

白俄罗斯文化部长马尔科维奇表

示，上合组织在确保国家和国际安全等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入上

合组织为白俄罗斯打开了新的视野。

本月 4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

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正式批准白俄罗斯加入

上合组织。

“ 斯 拉 夫 巴 扎 ”国 际 艺 术 节 始 于

1992 年，每年 7 月中旬在维捷布斯克举

行，已成为独联体地区和东欧国家影响

最大的国际艺术节之一。本届艺术节自

本月 9 日持续至 15 日。

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议在白俄罗斯举行

新华社联合国 7月 12日电 （记者

潘云召）联合国安理会 12 日一致通过第

2743 号决议，将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

（联海办）授权延期至 2025 年 7 月 15 日。

安理会在决议中要求联海办就如何

支持“海地人主导、海地人所有”的政治

进程制定一项战略，并在其季度报告中

向安理会通报该战略实施情况。根据决

议，联海办将继续执行其授权范围内的

任务，包括向海地警方提供咨询支持、反

帮派战术培训、边境和港口管理，以及解

除帮派成员武装、助其重返社会等。

决 议 重 申 ，所 有 海 地 利 益 攸 关 方

都需继续推进“海地人主导、海地人所

有 ”的 政 治 进 程 ，举 行 自 由 、公 正 的 立

法 和 总 统 选 举 ；要 求 所 有 海 地 利 益 攸

关 方 紧 急 成 立 临 时 选 举 委 员 会 ，就 可

持续且各方接受的选举路线图达成一

致 ；要 求 海 地 政 府 90 天 内 向 安 理 会 通

报选举路线图。

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开展合作，

通过检查运往海地的货物和及时提供、

交流信息，查明和打击非法贩运的来源

及其供应链，以防止非法武器流入海地；

要求联海办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等机构合作，支持海地当局打击非

法武器贩运及非法资金流动问题。

安理会延长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授权

自前年在其新版战略概念文件中将

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之后，今年北

约华盛顿峰会再度恶意攻击中国，声称

中国对北约利益、安全和价值造成挑战，

诬称中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决定性支持

者”。为期三天的峰会，充斥着冷战思维

和好战言论，发表的所谓“宣言”，渲染拱

火亚太地区紧张局势，涉华内容更是充

满偏见、抹黑和挑衅。在美国的指挥棒

下，北约这一带有冷战“基因”的怪物，再

次显露其唯恐天下不乱的丑陋面目，作

为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军事工具，其伸

向亚太的黑手，更将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稳定与世界和平。

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峰会鼓吹“中

国责任”毫无道理，用心险恶。北约持续

散布美国捏造的虚假信息，在宣言中对中

国甩锅推责、嫁祸于人。中国不是乌克兰

危机的制造者，更不是当事方，但中国没

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劝和促谈，推动政

治解决。中国从不拱火浇油、借机渔利，

更不会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中国

客观公正立场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得到

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反观美国主导的北

约，不仅不反思危机根源和自身行径，反

而不断拱火浇油、推波助澜。峰会期间，

美国还继续诱拉多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更多武器和资金援助。当前，关于酿成冲

突的根源国际社会已有基本共识，即欧洲

大陆重燃战火实乃美国主导北约不断东

扩之祸，而冲突背后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

也图穷匕见，即控制欧洲，削弱俄罗斯，通

过在国际舆论上抹黑中国形象，推卸战争

责任，挑拨中欧关系、破坏中欧合作……

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谁在费尽心机、火

上浇油，谁在推波助澜、趁火打劫，国际社

会有目共睹。

此次峰会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更是颠倒黑白，意在为北约干涉亚太地

区事务捏造借口。在和平与安全问题

上，中国是纪录最好的大国。中国从未

侵略别国，从不搞代理人战争，不以武力

威胁他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干涉别国

内政。中国不组建、不参与军事集团，反

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

威胁。反观美国主导的北约，自称是防

御性联盟，却持续鼓动成员国不断增加

军费，不停越界扩权，到亚太地区挑动对

抗；宣称要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却根本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干涉别国内政，贩卖安全焦虑，挑起

冲突战争；声称是区域性组织，却不断突

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搞乱欧洲

后又来为祸亚太，其破坏亚太地区和平

稳定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地区国家的

警惕和反对。

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

地缘博弈的竞技场。大部分地区国家在

有关问题上态度十分明确：反对在地区

拼凑各种军事集团，不欢迎北约把触角

伸向亚洲，不接受把阵营对抗复制到亚

洲，不允许任何冷战、热战在亚洲重演。

柬埔寨前首相洪森警告说，北约“亚太

化”趋势令人担忧。在当前国际安全局

势动荡不安背景下，北约仍不断染指域

外事务，试图把在欧洲挑动甚至制造对

抗的套路复制到亚太地区，就连一些北

约成员也心怀忧虑。法国总统马克龙曾

发出警告，扩大北约的“地缘范畴和涵盖

范围”将是巨大的错误。匈牙利外交与

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多表示，匈牙利不

希望北约成为一个反华集团，也不会支

持北约这么做。

北约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组织，其本

质是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北约本应随

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但美国为了一己私

利，不惜四处树立“假想敌”、挑动冲突对

抗为北约“续命”。可以说，北约的黑手伸

向哪里，动荡和混乱就出现在哪里。南联

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北约军事行动的受

害者。据不完全统计，单是 2001年以来，

北约国家发动和参与的战争导致数十万

人丧生，数千万民众流离失所。多年来，

北约一再东扩，挤压俄罗斯地缘空间，破

坏亚欧地区的安全态势，致使乌克兰危机

持续升级。事实证明，北约所谓的安全是

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北约是威胁全球

和平稳定的真正风险源。

放眼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

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呼声，美国主导的北

约却逆潮流而动，企图在亚太操弄“新冷

战”、挑乱生战，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注定徒劳。

（新华社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董

越）

北约“亚太化”居心叵测 操弄“新冷战”不得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