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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在 西 非 国 家 尼 日 利 亚 ，由

中 企 投 资 建 设 的 尼 日 利 亚 联 邦 交 通

大学首批 400 余名学生完成了首个学

期 的 学 习 ，部 分 学 生 将 利 用 暑 期 ，依

托 中 国 提 出 的“ 筑 梦 丝 路 ”青 年 发 展

计划等，在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

司 的 轨 道 交 通 项 目 现 场 开 展 实 践 活

动，提升本领。

“在我的家乡建设交通大学，让更

多人的梦想可以变为现实。”中土尼日

利亚有限公司北区经理部属地化现场

工程师阿巴·哈鲁纳·莫杜参与了尼联

邦交通大学的建设，在他看来，培养人

才，是家乡发展的关键。

为非洲的未来培养更多人才，是中

国 助 力 非 洲 发 展 一 以 贯 之 的 举 措 。

2021 年 11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提出将同非洲国

家密切配合，共同实施“九项工程”，其

中包括能力建设工程。能力建设工程

内容包括，中国将为非洲援助新建或升

级 10 所学校，邀请 1 万名非洲高端人才

参加研修研讨活动。实施“未来非洲－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开展“非洲留

学生就业直通车”活动等。

去年 8 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期间举办

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会后，中方发布 3

项举措支持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建设，

《中 非 人 才 培 养 合 作 计 划》是 其 中 之

一。该计划强调，中国和非洲发展振兴

的关键在于将规模巨大的人口转化为

丰富的人力资源，以人才红利助力本国

现代化发展。中国将同非洲继续加强

技术转移、教育培训等能力建设合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侧重

应用技能培养的“鲁班工坊”，到促进跨

文化交流的孔子学院，从实施“中非高

校百校合作计划”和“一带一路”教师成

长计划，到通过开展“中文+职业技能”

教育培训 1 万名本土复合型人才，中非

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正在为非洲发

展注入内生动力。

如今，中国培养的尼日利亚女火车

司机可以驾驶中国制造的动车组，疾驰

在中企承建的拉各斯轻轨蓝线上；中国

与科摩罗合作培训的医务人员拯救了

许多疟疾病人的生命；赴中国留学归来

的坦桑尼亚学子投身农业工作，在东非

的土地上耕耘着希望……一个个人生

出彩的梦想，因中非能力建设合作而化

为现实。

中非能力建设合作，总是从非洲的

实际需求出发，真正“想非洲之所想，急

非洲之所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开

展合作。面对非洲整体年轻人口占比

较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情况，

中国从自身发展实践出发，真诚与非洲

分享利用人口红利的经验，从基础环节

做起，从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做起，

脚踏实地帮助非洲培养各类人才，从不

附加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和限制，尊重

非洲国家的自主选择，赢得了非洲国家

的普遍认同，也为能力建设合作走向长

远奠定了互信基础。

着眼未来，中非能力建设合作正

在拓展新领域、迈向新层次。近年来，

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

织联盟奖学金、中国政府奖学金、“国

际杰青计划”、“国际青年创新创业计

划”等项目帮助非洲培养大量科技人

才。《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提出，开

展非洲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中

非将共同培养面向治理能力现代化、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面向科技创新增

效、面向民生福祉改善的各类人才，助

力非盟《2063 年议程》第一个十年计划

人力资本开发等目标。中非能力建设

合作，正在数字经济、前沿科技、社会

治理等方面“开花结果”，为非洲实现

发展振兴贡献力量。

在全球发展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能力建设正促

进中非携手共建发展共同体。中非之

间的能力建设合作，注重“以人为本”

和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让每一个人

都能公平地享有发展的机会、实现自

我的机会、追逐梦想的机会。相信这

每一个点滴梦想，终将汇成中非合作

的磅礴新力量。

（新华社阿布贾 8月 22 日电 记

者杨喆、侯鸣）

能力建设，积蓄中非合作新力量

8月 18日至 20日，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苏林

就任总书记后首访就来到中国，体现了

中越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中越保持

密切战略沟通和高层交往，将进一步弘

扬中越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

实合作，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

走实。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

想相同，命运与共，有着“越中情谊深，

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中国始终把

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越南也

始终将对华关系视为越南对外政策的

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去年 12 月，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

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

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辟了两党

两国关系新征程、新篇章。苏林此次访

华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他

举行会谈，就持续深化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一系列重要

共识，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越关系发展

提供了政治遵循。

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引

领下，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建设实现良好开局，两国在贸易、投资、

旅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蓬勃

开展。今年以来，中越经贸合作发展势

头强劲，前 7 个月双边贸易额达 1450 亿

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逾 20%。随着中

国龙邦—越南茶岭（含中国那西—越南

那弄通道）国际性口岸、中国峒中—越南

横模双边口岸（中国里火—越南北峰生

通道）等口岸相继开通，中越边境贸易不

断升温。据统计，截至 8月 18日，广西始

发中越班列今年累计发送 7850 标箱，同

比增长 15 倍。经贸往来和跨境口岸设

施提升也带动中越人文交往持续深化。

据越南国家旅游局统计，今年 5 月，越南

接待中国游客 35.7 万人次，中国成为越

南入境游第一大客源国。越南民众学习

中文热情高涨，目前有 1 万多名中小学

生学习中文，有 2 万多名高校学生学习

中文。苏林访华期间，中越双方签署关

于党校、互联互通、工业、金融、海关检验

检疫、卫生、新闻机构和媒体、地方、民生

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充分体现中

越双方分享机遇、共谋发展、推动中越命

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的共同愿景。

当前，中越都处在各自国家发展振

兴的关键时期。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越南正在全面

总结革新事业近四十年的经验，中越深

化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必将推动双

方共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共同迈向现代化。中越应把

准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方向，夯实政治互

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

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分歧

管控解决更好的“六个更”发展格局，积

极探讨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

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加快推进铁路、

高速公路、口岸基础设施“硬联通”，提升

智慧海关“软联通”，携手打造安全、稳定

的产业链供应链。中越双向奔赴、互相

成就，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将有

利于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明年是中越建交 75 周年。面向未

来，中越将不忘友好初心，牢记共同使

命，坚定不移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沿着两党两国领导人

开创的中越友好道路，持续深化和提升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构建具有

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党

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河内 8月 21日电 记者刘

天、胡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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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军队突袭俄罗斯西南部边

境的库尔斯克州已半月有余，双方在

该地区的冲突未见缓和迹象。与此同

时，俄乌双方在其他方向的争夺依然

激烈胶着。

分析人士认为，乌军在俄库尔斯

克州的行动取得一定进展，但并未充

分实现目标，俄军正在加固防线并保

持在其他地区的行动强度。鉴于俄乌

双方都未采取实质措施缓和局势，短

期内双方和谈前景依然渺茫。

库尔斯克方向在角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9 日表示，

乌军在库尔斯克州控制了超过 1250 平

方公里土地，覆盖 92 个居民点。乌武

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当天报告称，

乌军正在库尔斯克方向实现自己的目

标。据乌军方消息，自 16 日以来，乌方

已经在库尔斯克州境内先后袭击了谢

伊姆河上两座桥梁，这将对俄军后勤

补给构成影响。另据报道，谢伊姆河

上第三座桥梁 18 日遭到破坏。

俄国防部 20 日宣布组建“库尔斯

克”“别尔哥罗德”和“布良斯克”3 个集

团军，负责保护这 3 个地区的国土和民

众 。 据 英 国《经 济 学 人》周 刊 网 站 报

道，俄军调集了训练有素的部队增援

库尔斯克方向，乌军的损失正在增加。

俄国防部 20 日表示，俄军在库尔

斯克州南部边境持续击退乌军对该州

多个居民点的进攻，俄航空和火炮部

队也对库尔斯克州境内的乌军人员和

装备以及乌北部苏梅州的乌军后备力

量进行了打击；在库尔斯克州战斗中，

乌军已累计损失超过 4130 人和 58 辆

坦克。俄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

长阿普季·阿劳季诺夫当天还在电视

节目中说，乌军在库尔斯克州全境受

阻，其后勤保障路线也遭到俄军攻击，

俄军正在争夺被乌军控制的居民点。

分析人士认为，乌军在库尔斯克

方向正在取得一些成果，但并未实现

全部目标。俄政治学者谢尔盖·马尔

科夫认为，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行

动中，取得了提振乌军和乌国内民众

士气等“成果”，但乌军试图迫使部分

俄 军 撤 出 顿 巴 斯 地 区 等 目 标 并 未 实

现。俄军事分析专家弗拉基米尔·叶

拉诺相也说，尽管乌军在库尔斯克方

向积极寻求实现战术目标，但俄军并

未按乌方设想将顿巴斯方向的兵力调

往库尔斯克方向。

其他地区冲突也激烈

库尔斯克州近期局势没有缓和迹

象，俄乌双方在其他地区和方向的争

夺也同样激烈胶着。分析人士认为，

俄军正保持在其他方向的行动强度，

以缓解库尔斯克方向的压力。

泽连斯基 19 日说，顿涅茨克地区

的波克罗夫斯克市、托列茨克市及周

边地区正在遭遇俄军猛烈攻击。俄国

防部 20 日表示，俄军在顿巴斯、扎波罗

热等地多个区域占据了更有利阵地，

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托列茨克最大的

居民点之一、重要后勤枢纽诺夫戈罗

茨科耶。

俄军事专家瓦西里·卡申表示，乌

军虽然在行动初期迅速占据了库尔斯

克地区一些缺乏防御工事和后勤保障

路线的区域，但乌军防空劣势明显，为

保持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战果，其不得

不从顿巴斯等其他地区撤军，致使顿

巴斯等地的局势对乌更为不利。

乌军事专家弗拉季斯拉夫·谢列

兹尼奥夫说，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

非 常 重 要 ，这 将 给 俄 方 带 来“ 声 誉 损

失”。他同时表示，俄军不会为了在短

时间内控制整个库尔斯克州而放弃在

乌克兰东部的行动计划。

和谈短期内难开启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俄乌冲突的

扩大升级，进一步降低了短期内双方

和谈的可能性。

据俄新社 19 日报道，俄总统助理

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在现阶段俄方

不会与乌克兰对话。他同时强调，总

统普京此前提出的有关解决乌克兰危

机的倡议并未取消，未来局势如何发

展取决于战场形势，包括库尔斯克方

向战场形势。

同日，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领

土上进行“积极防御行动”，是“最有效

的反制措施”，正在使俄国内局势复杂

化。他还说，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军用

机场、后勤保障等设施都是乌军“合法

目标”，乌军还需要更多远程武器来保

护乌克兰免受俄罗斯导弹和制导航空

炸弹袭击，减轻前线的压力。

分析人士认为，乌军突袭库尔斯

克州未对俄乌和谈产生促进作用，目

前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会给乌克兰

带来“持久的筹码”。

泽连斯基日前还呼吁西方伙伴与

乌方“同步下定决心”，取消对乌克兰

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领土的限制。分

析人士担心，此举或将造成冲突延宕

和进一步升级。

（新华社莫斯科 8月 22 日电 记

者黄河）

库尔斯克角力持续 俄乌和谈短期难启
新华社北京 8月 22日电 （记者邵

艺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2 日表示，中

方愿继续与各方深化合作，通过科技创

新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

前，2024 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队开启

为期 45 天的海上调查。本航次的一大

亮点是“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首次搭载来

自五大洲的 8 名外籍科学家下潜作业。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如何评价中国开

展科技国际合作的成果和前景？

毛宁表示，近年来，中国在深海开展

科学调查并与多国实施联合科考，为全

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推动可持续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毛宁说，中国始终致力于开展国际

科技合作。“蛟龙号”接受外国科学家参

与科考，嫦娥六号搭载国际载荷探测月

球，天宫空间站宣布迎接外国航天员，这

些都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科技领域共谋

发展、共享成果的生动实践。

毛宁表示，中国已与 16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 118 个

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国还提出《国

际科技合作倡议》，倡导开放、公平、公

正、非歧视的理念，致力与各方共同探索

互利共赢的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模式。

“科技无国界。中方愿继续与各方

深化合作，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各国共同

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她说。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愿与各方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共同发展

近日，结束访问埃及的中国海军第 46 批护航编队焦

作舰、洪湖舰 ，与埃及海军“加拉拉 ”号护卫舰在地中海

举 行 海 上 联 合 演 练 。 此 次 演 练 包 括 通 信 协 同 、编 队 运

动、航行补给占位等内容。图为联合演练期间中埃舰艇

列阵大洋。 张大禹摄

中埃舰艇举行海上联合演练

本报开普敦 8 月 22 日

电 刘志磊、记者娄思佳报

道 ：执 行“ 和 谐 使 命 -2024”

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

院船 22 日抵达南非，开始进

行为期 7 天的友好访问并提

供医疗服务。这是和平方舟

医院船首次访问南非。

访问期间，和平方舟医

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

服务，并派出专家分队赴当

地医院开展联合会诊，赴西

开普大学中医孔子学院开展

中医专场学术交流。医院船

官兵代表将前往当地学校开

展文化联谊活动，与南军官

兵举行篮球、拔河友谊赛。

左图：8 月 22 日，中国海

军和平方舟医院船抵达南非

开普敦港。

刘志磊摄

和平方舟医院船首访南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