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4要 闻２０２４年８月１４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程安琪 谢菲

非洲产的牛油果、咖啡、橡胶，中国

造的手机、电动车、起重机……近年来，

越来越多中非好物漂洋过海，“飞入寻常

百姓家”。

海关总署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前 7 个月，中国对非洲进出口 1.1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5.5%。

“当前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入、富有

成效、充满活力。”埃及国家回声网如是

评价，“你可以在中国人的餐桌上看到各

种各样的非洲新鲜水果，而当非洲消费

者决定购买电动汽车时，中国企业为他

们提供了多种经济实惠的选择。”

经贸合作是中非关系的“压舱石”和

“推进器”。

2023 年，中非贸易额达到历史上的

峰值 28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展现

中非贸易强劲韧性。其中，中国自非进

口坚果、蔬菜、花卉、水果同比分别增长

130%、32%、14%、7%；新能源汽车、锂电

池 、光 伏 产 品 对 非 出 口 同 比 大 幅 增 长

291%、109%、5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院长桑百川表示，中非贸易合作取得的

跨越式发展是基于共同利益、寻求互利

共赢的结果。“这不仅是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的有力证明，对带动

非洲社会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

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已连续 15 年保持非洲第一大

贸易伙伴地位。2023 年海关总署首次

发布“中国—非洲贸易指数”，该指数以

2000 年 为 基 期 值 100 点 ，2022 年 达 到

990.55 点，彰显中非贸易快速向好的发

展趋势。

中非贸易往来何以长期保持良好

势头？

“中非经济互补性很强。”桑百川表

示，中国有着成熟适用的技术和装备、相

对充足的资金；而非洲国家人力和自然

资源优势明显。双方加强贸易往来有助

于利用各自的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实现

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非经贸合作求“质”

向“新”，竞争优势不断增强。

漫步非洲街头，TECNO 灯箱广告

牌频繁可见。从独有的深肤色影像算

法，到非洲小语种的识别与应用，作为最

早进入非洲的中国手机厂商之一，深圳

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打造个性化、

差异化的产品赢得竞争优势。

变单一买卖为生态营造，传音把握

住非洲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

遇，正是中非贸易探寻增长新动能和发

展新路径的缩影。

拓展“丝路电商”合作、举办电商直

播式的非洲好物网购节、实施非洲“百店

千品上平台”行动、开展清洁能源合作建

设低碳示范区……在劳动密集、初级加

工等传统领域行业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

同时，中非双方将合作不断延伸至数字

经济、绿色低碳、航空航天、金融服务等

新兴领域，为中非经贸合作持续注入新

活力。

非洲联盟委员会前副主席伊拉斯塔

斯·姆文查表示，中国以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等促进互联互通，改变了非洲面貌，也

改善了非洲普通百姓的生活。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中国大

市场正在成为世界新机遇。

对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 98%税目

产品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农产品输华设立

“绿色通道”，降低贸易成本；吸引更多非

洲企业加入到中国所建立的跨境电商平

台，让非洲产品搭上国际物流的便车……

中国积极与非洲共享对外开放机遇，助力

非洲优质特色产品拓展销售渠道，更快更

顺畅地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

和非洲人口相加，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

分之一。两片发展热土，远隔万里却休

戚相关，合作空间广阔。

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发

布《中非数字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拓展

中非中间品贸易……随着中非经贸合作

提质升级、不断深化，新的潜力正在不断

释放。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

示，中国与非洲经济发展活跃，中国需要

更多的“非洲产”，非洲也需要更多的“中

国造”，双边贸易发展前景广阔。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

双方经贸合作有望进一步加深。

（新华社北京 8月 13日电 记者邹

多为、潘洁、丁乐）

互利共赢 中非贸易往来更趋紧密
近期，“全球南方”国家接连传来

希望加强合作的新消息：泰国和马来

西 亚 相 继 宣 布 申 请 加 入“ 金 砖 大 家

庭”，巴西表示正在研究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泰国、马来西亚、巴西的新

意向，延续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一

带一路”朋友圈磁力不断增强的大趋

势，折射出南南合作呈现加速发展的

态势。在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沉

渣泛起、个别国家大搞“脱钩断链”的

背景下，“全球南方”正日益成为推动

全球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年 1 月，随着新成员的加入，金

砖成员数量升至 10 国，同时申请加入

的“等候名单”还在继续扩展。扩员后

的金砖国家占全球人口近一半、全球

贸易五分之一，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

的重要力量。共建“一带一路”也展现

出强大的聚合力和发展前景，目前已

有 150 多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加

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签署的项

目协议拉动了超万亿美元的投资规

模，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实践平台。

无论金砖合作，还是“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无不展现出“同行者日众”

的发展势头，其背后是“全球南方”国

家的普遍觉醒和联合自强。金砖机制

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正如马

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所说，开拓新的合

作关系对马来西亚有好处，特别是在

“全球南方”的议程上。泰国总理府发

言人猜·瓦差隆表示，加入金砖将帮助

提升泰国的国际地位，为泰国提供更

多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

扩大，同样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聚焦发

展、深化合作的广泛共识。巴西总统

卢 拉 说 ，“ 我 愿 与 中 国 讨 论‘ 一 带 一

路’，我想知道巴西能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不想坐在‘替补席’上”。中方对

此积极回应：欢迎巴方尽早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大家庭，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踢出精彩的“世界波”。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大势所

趋。在这股历史潮流中，相似的历史

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相近的国际事

务立场，促使“全球南方”国家在合作

中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开放

心态和合作精神看待彼此的不同，平

等相待，携手共进。为南南合作搭建

重要平台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

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雅万高铁

到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项目助

力南方国家连接世界，走上脱贫致富

“快速路”。金砖合作机制蓬勃发展，

金砖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金砖国

家还在拓展“金砖+”模式，深化同其

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合作，联合自强迈出新步伐。

当前，国际形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想“踢开梯子”，试图固化“中心-外

围”的全球分工格局，以各种手段将“全

球南方”锁定在价值链低端。近年来，

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发达国家更是以

自我利益为优先，频繁挥舞制裁大棒，

或把经济问题武器化，在合作中附加政

治条款，胁迫南方国家选边站队，或在

经贸科技等领域打压南方国家，破坏全

球开放合作的发展环境，引发南方国家

强烈不满。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建

“一带一路”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间活跃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创新，可以说

是对这种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交往模

式的纠正或反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全球南方”

正日益成为世界版图上一股不可忽视

的力量，驱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和

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重要作用。数据

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

去 20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

达 80%，过去 4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

球占比从 24%增至 40%以上。人们有

理由相信，随着“全球南方”合作领域

不断拓展、规模持续升级，金砖合作和

共建“一带一路”所彰显的平等互信、

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南南合作精神

将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进而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

进，让全球发展合作结出更多硕果。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记者

董越、叶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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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3 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高级官员 12

日称，伊朗“或在本周内”对以色列发动

“重大”袭击。伊朗政府表示，伊朗有权

回应“侵犯者”。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

调 员 约 翰·柯 比 表 示 ，以 方 认 为“ 伊 朗

及 其 代 理 人 在 未 来 几 天 发 起 袭 击 的

可 能 性 越 来 越 大 ”，美 方 有 同 样 担 忧 ，

正 在 同 以 色 列 以 及 地 区 其 他 伙 伴 进

行 协 调 ，但 目 前 无 法 确 定 袭 击 的 具 体

情况。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12 日

报道，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当

天 与 德 国 总 理 朔 尔 茨 通 话 时 说 ，伊 朗

认 为 自 己 有 权 根 据 国 际 规 则 对“ 侵 犯

者”作出回应。佩泽希齐扬表示，以色

列 政 府 继 续 在 加 沙 地 带 进 行“ 种 族 灭

绝 ”并 在 其 他 国 家 实 施“ 恐 怖 主 义 行

为 ”，违 反 了 国 际 法 ，对 西 亚 地 区 安 全

和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朔尔茨则

表 示 ，在 西 亚 地 区 实 现 和 平 与 安 全 是

德 国 对 该 地 区 政 策 的 优 先 事 项 ，加 沙

冲突应立即结束。

法 国 总 统 府 爱 丽 舍 宫 12 日 发 表

《法美英德意领导人关于中东问题的联

合声明》。声明说，五国领导人讨论了

中东局势，全力支持为缓和紧张局势、

实现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所作出的

努力。此外，声明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

持，呼吁伊朗放弃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攻

击的持续威胁。五国领导人讨论了如

果发生此类攻击将对地区安全造成的

严重后果。

美方称伊朗“或在本周内”袭击以色列

伊政府坚持有权作出回应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 侵 华

日 军 第 七 三 一 部 队 原 队 员 、94 岁 的

清水英男一行 13 日来到位于哈尔滨

的 731 部 队 罪 证 陈 列 馆 、731 部 队 旧

址 指 认 731 部 队 罪 行 。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林 剑 当 日 表 示 ，中 方 赞 赏 清 水 英

男 揭 露 和 直 面 历 史 真 相 的 勇 气 ，日

方 应 认 真 倾 听 国 内 外 的 正 义 呼 声 ，

正 确 认 识 并 深 刻 反 省 日 本 军 国 主 义

侵略历史。

林剑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

国际法，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

的细菌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活

体 试 验 ，犯 下 了 反 人 类 的 滔 天 罪 行 。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的事实铁证

如山，不容否认和抵赖。

“我们赞赏清水英男先生揭露和

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日方应认真倾

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正确认识并深

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实

尊重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以史为鉴，消除遗毒，不要重蹈历史覆

辙。”林剑说。

外交部发言人

赞赏清水英男揭露和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

本报北京8月13日电 杨磊、记者宋

逸报道：8月13日，我军体育代表团从北京

出发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参加第

四届世界军校学员运动会。据悉，这是我

军首次组团参加世界军校学员运动会。

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本

届世界军校学员运动会共设军事五项、定

向越野、射击、游泳、田径、排球、击剑 7个

比赛项目，参赛对象以 17 至 26 岁的军队

院校学员为主。我军体育代表团共 133

人，将参加除击剑外的其他 6项比赛。

世界军校学员运动会是国际军事体

育理事会框架下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旨

在发挥体育的特殊育人作用，增进各国

军校学员之间的了解交流。

我军体育代表团出征参加第四届世界军校学员运动会

8 月 13 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

部队“少年队”原队员清水英男（左）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谢

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忏悔谢罪。

当日，94 岁高龄的清水英男时

隔 79 年后重返哈尔滨，在他曾服役

的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指认侵华日军

罪行，并在“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

前忏悔谢罪。

侵华日军“731 部队”是一支秘

密部队，是二战期间日本策划、组

织和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 1945

年 3 月，清水英男作为少年兵应征

入伍，8 月 14 日，他随战败部队逃

离回国。此次哈尔滨之行是清水

英男战后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

返回中国。

新华社发

“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指认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

近日，针对任

务 区 安 全 局 势 不

断恶化，中国第 22

批 赴 黎 巴 嫩 维 和

建 筑 工 兵 分 队 组

织综合防卫演练，

提 高 应 急 处 突 能

力 。 图 为 分 队 官

兵 在 演 练 中 迅 速

构筑营门防线。

庄小好摄

“黄队长，莫桑比克欢迎你！”

8 月 9 日，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

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抵达莫桑

比克首都马普托。码头上，高举欢迎标

语的莫桑比克军官周述格外显眼。

标语牌上的“黄队长”，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外训大队军官黄

海。得知他会随和平方舟医院船来到马

普托，周述立即提交申请，希望成为接待

医院船访莫的志愿者。最近一段时间，

周述天天数日子，盼着“和平方舟”早点

到来，实现自己 7 年前的愿望。

2017 年 11 月，和平方舟医院船首次

到访莫桑比克。当时，周述就职于马普

托一所部队医院。在中国军医的协助

下，周述负责的一名乳腺癌患者接受了

手术治疗，病情逐渐好转。“从那时起，我

就希望有一天能登上‘和平方舟’，向中

国军医学习。”周述说。

一年后，周述来到海军军医大学留

学深造。初到中国学习，由于对中文不

够熟悉等原因，周述产生了很大的心理

压力。细心的黄海很快发现了周述的苦

恼，他请莫桑比克籍高年级学员给周述

当翻译，并耐心开导周述：“学校就是你

的家。你的同胞、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

中国的老师和同学都是你的家人。”在黄

海的帮助下，周述渐渐融入学员群体，学

习成绩不断提高。

“在我的祖国见到黄队长、和平方舟

医院船再次给我的同胞送来健康和希

望，这真的太好了！”周述说。

类似的故事，也在和平方舟医院船

访问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期间发生。

“段老师，我是这次接待和平方舟医

院船的志愿者，听说你也在船上？”7 月

17 日，医院船抵达达累斯萨拉姆第二天

一早，“和谐使命-2024”任务外事翻译

段恪忞收到这样一条消息。发消息的是

坦桑尼亚军官哈吉，他曾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工程大学留学。那段时间，段

恪忞是哈吉的中文老师。

师生见面，有说不完的话。哈吉自

豪地对段恪忞说：“我刚才给一名患者

当翻译，他见我中文说得很流利，夸我

很厉害。”得知哈吉的成长，段恪忞倍感

欣慰。

和平方舟医院船执行“和谐使命-

2024”任务以来，一幕幕“漂洋过海来看

你”的师生重逢故事令人动容。中外师

生因“和平方舟”重逢，中非友谊随“和平

方舟”的航迹升华。跨越万里的师生相

聚，正是中非友谊的生动诠释。

（本报马普托8月 13日电）

跨越万里续写师生情谊
■本报记者 娄思佳 杨晓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