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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非门户”塞内加尔到东非草

原之上的肯尼亚，从“剑麻和丁香之国”

坦桑尼亚到“千丘之国”卢旺达，中国修

建的数千口“幸福井”，让数百万人吃上

“放心水”，润泽着这片充满希望的非洲

大陆。

2015 年 12 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

和非洲共同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多

年来，中国在非洲多国展开乡村打井

工程，成为落实“十大合作计划”的重

要举措。

小小“幸福井”，从一点一滴做起，

改善着非洲民众的日常生活，为当地

生 产 和 发 展 提 供 有 力 支 持 。 涓 涓 清

水，是流入非洲人民心中的暖流，也是

中非推进务实合作、携手共同发展的

生动写照。

“我们吃上了放心水”

“中国同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广大

非洲国家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面临共同的发

展任务，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2018 年 7 月，在对塞内加尔进行国事访

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塞内加尔《太阳

报》发表署名文章，这样讲述中非情谊。

在署名文章中，习近平主席特别

提到，中方提供融资实施的乡村打井

工程将“解决塞内加尔七分之一人口

的吃水用水问题”。

2017 年 3 月，乡村打井工程在塞内

加尔启动，覆盖塞内加尔 14 个大区中

的 12 个。每套供水系统包括水井、水

塔、输配水管道及配水设施，整体日供

水量可达 8 万立方米。工程为当地创

造了 3000 多个就业机会。

“现在自来水基本通到了村里每

一户家庭，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41 岁的塞内加尔农民马马杜·迪恩告

诉记者。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西部，毗邻撒

哈拉沙漠，其中部和东部地区多为半

沙漠地带，旱季气温高达 45 摄氏度。

和偏远地区很多村庄一样，迪恩所在

的久尔贝勒区泰内富勒村曾长期面临

严重缺水。

“过去，我们每天要步行 1.5 公里，

到邻村的深井取水，有时要从凌晨排

队到午夜，”迪恩回忆道。

2018 年，中方打井项目组到泰内

富 勒 村 开 始 施 工 ，迪 恩 参 加 了 施 工

队。水井落成后，他又被雇为协调员，

负责水井维护工作。现在，他每天清

晨 6 点准时起床，检查机房设备，定期

爬上近 20 米高的水塔，清理储水池。

“这口‘幸福井’让我们吃上了放心

水，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从“挖井人”到

“守井人”，迪恩亲眼见证了这口“幸福

井”为整个村庄带来的可喜变化，他相

信“塞中友谊地久天长”，中非合作会

“为孩子们带来美好幸福的未来”。

汩汩清水滋润干涸的土地，更滋润

人们的心田。塞内加尔外国记者协会

秘书长阿卜杜拉耶·巴说：“我亲自去过

那些村落，看到中国帮助修建的水井极

大改善了当地供水状况，改善了村民的

生活，为塞内加尔民生改善作出了巨大

贡献。”

干旱农田的“及时雨”

7 月 22 日，津巴布韦东马绍纳兰

省马胡塞夸镇，伴随机器的巨大轰鸣

声和村民们的欢呼声，地下水喷涌而

出。这是中国援津 300 口水井项目开

挖的第一口井。

“有了这口井，我们终于能用上干

净安全的水了！”村民提莎·查恩加激

动地说道，更重要的是，“‘中国井’为

农田灌溉提供了宝贵水源”。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南部非

洲国家再次遭遇严重干旱。被誉为“面

包篮子”的农业大国津巴布韦因此面临

严重的粮食安全挑战。农业和畜牧业

是东马绍纳兰省的经济支柱，但持续干

旱让当地农户几乎陷入绝境。蔬菜种

植户塔滕达·钦姆旺达告诉记者，她每

天都需步行很远的距离去取水。

为了应对旱灾，中国决定为受灾

严重的津巴布韦中部省以及东部的马

尼卡兰省、马斯温戈省、东马绍纳兰省

援建 300 口水井。

打井并不容易。中国地质工程集

团援津灾后打井项目现场管理组组长

刘广成告诉记者，持续干旱和降雨量

减少，导致地下水补给严重不足，寻找

合适的打井点位非常耗时，偏远地区

本就道路状况差、移动通信缺失，更加

大了施工难度。为了缓解当地民众用

水难这个问题，中国建设者全力以赴。

“这些水井将显著缓解 4 个重灾省

份的用水危机，不仅能拯救牲畜、浇灌

农田，还将成为当地灾后重建的坚实

基础。”津巴布韦地方政府和公共工程

部长丹尼尔·加鲁韦说，“中国是津巴

布韦坚定不移的朋友。”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周鼎说，过

去十年，中国已为津巴布韦建设 1000

多口水井，为约 40 万民众提供了生活

和农业灌溉用水，并创造了数千个就

业岗位。

津巴布韦经济学家保罗·穆索扎

表示，乡村打井工程不仅满足了生活

用水需求，还为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提

供 了 稳 定 保 障 ，给 当 地 经 济 带 来 活

力 ，“ 这 正 体 现 了 习 近 平 主 席 所 提 出

的真实亲诚理念”。

真实亲诚为民生

在卢旺达，中国援助的 200 口水井

为民众提供稳定、充足的清洁饮用水，

并服务农业灌溉；在坦桑尼亚，姆万扎

卫星城供水项目自 2019 年 11 月投产

以来，已为当地约 15 万居民解决了用

水难题，用水成本降至原来的五分之

一；在肯尼亚，卡瑞曼纽大坝供水项目

于 2022 年投入运行，极大缓解了首都

内罗毕及周边城镇近百万人口的用水

问题……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一个又一个“放心水”项目，同中

非落实“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和

“九项工程”的诸多措施一样，改变了

非洲国家基础设施面貌和公共服务水

平，扎扎实实造福当地民众的生活。

坦桑尼亚教育、科学与技术部副

常务秘书詹姆斯·姆多埃说，“中国在

实施这些项目时了解非洲国家真实需

求，与当地政府和社区充分沟通，确保

项目切实解决问题。真诚务实的合作

方式体现了对非洲合作伙伴的尊重。”

姆多埃认为，中国不仅提供资金

和技术支持，还特别注重培养当地的

专业人才，以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这

就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还提升

了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说，中非合

作项目注重当地人民的福祉，超越简单

的经济利益考量。“这种‘义’先于‘利’的

做法，体现了中国对非洲的真诚关怀，

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赞誉，更激发了

双方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的意愿。”

莫西说：“真实亲诚理念为中非合

作注入了新活力，中非合作为南南合

作树立了新典范。中非合作的不断深

化，不仅推动了双方的共同发展，也为

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津巴布韦经济学家保罗·穆索扎

说，中非双方信任基础坚实，合作广泛

且富有成效，“中非合作已经成为国际

合作的样本，并将继续促进全球和平

与发展”。

（新华社内罗毕 8月 28 日电 记

者徐瑞青、王子正、许正）

数千“幸福井”润泽非洲大陆

新华社北京 8月 28 日电 （记者

董雪）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28 日表示，支

持非洲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中方欢迎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加大对

非洲重视投入，愿同国际社会携手，共

促非洲发展繁荣，共同造福非洲人民。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

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国别副主任、肯

尼亚经济学家赖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与中国合作，非洲国家不用被迫改变自

身政策，以非洲需求为驱动是非中合作

的鲜明特点，这也带动了西方国家等域

外合作方更多考虑非洲需求，同非洲建

立平等伙伴关系。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刊文称，中国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提供大量公共产品，正在赢得“全球

南方”。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林剑表示，中国对非洲合作始终

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出

发 点 始 终 是 中 非 双 方 人 民 的 根 本 利

益，主线底色始终是真诚平等、互利共

赢、公道正义、开放包容，致力以中国

发展带动非洲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

促进非洲现代化。

“我们发展中非关系没有私心杂

念，只有真情厚谊；从不搞你输我赢的

零和游戏，只有脚踏实地的真抓实干；

从不开口惠无实的空头支票，只有以

诚相待、言出必行的举措成果。”林剑

说，中方始终坚持从非洲人民的福祉

和需求出发，尊重非洲，平等相待，从

不强加于人，更不会谋取私利。

他表示，支持非洲发展是国际社会

的共同责任。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

成 员 ，中 国 从 不 追 求“ 赢 得‘ 全 球 南

方’”，而是致力于支持包括非洲等“全

球南方”伙伴真正实现发展振兴；中国

也不在非洲搞地缘政治博弈，而是乐见

各国共同为非洲发展作出实质贡献。

“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加

大对非洲的重视投入，以开放心态看待

中非关系和合作。我们也愿意在尊重非

方意愿基础上，开展三方合作、多方合

作。”林剑说，中国愿同国际社会携手，共

促非洲发展繁荣，共同造福非洲人民。

外交部发言人

欢迎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加大对非洲重视投入

这是 8月 28日拍

摄 的 2024 中 国 国 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展

馆外景。当日，2024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在贵阳市拉开

帷幕，本届数博会以

“数智共生：开创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未

来 ”为 主 题 ，将 全 方

位、多角度展示国内

外数据产业最新发展

动态、最新成果和发

展趋势。

新华社发

本报开罗 8月 28日电 张雷、高思

峰报道：受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的中国空

军运-20 与歼-10 表演机编队 28 日飞越

金字塔，为中埃两国友谊留下历史见证。

当地时间 28 日中午，中国空军 1 架

运-20 与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6 架歼-

10 表演机编队飞越金字塔上空，歼-10

表演机在空中拉出象征中埃两国国旗颜

色的 6 道彩烟，吉萨金字塔景区内的观

众争相合影留念。

“今年是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10 周年，这场飞行表演是现代科技与

历史古迹的完美融合，留下的是精彩的

瞬间和‘友谊的航迹’。”空军八一飞行表

演队队长李斌说。

运-20 飞行员庞荣奇介绍，受邀参

展的这架运-20 曾远赴汤加执行运送救

灾物资任务，任务机组曾执行国际人道

主义救援、接运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回国等重大任务 10 余次。

空军新闻发言人谢鹏日前表示，这

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首次前往非洲国

家进行飞行表演，也是表演队出国表演

航程最远的一次。任务机组一路上飞越

戈壁、雪山、海洋、沙漠，既检验了遂行任

务能力，也展示了中国空军远程机动投

送能力和实战化训练水平。

据了解，首届埃及航展将于 9 月 3 日

至 5 日举办，其间，运-20 与歼-10 表演

机还将共舞蓝天，充分展现中国空军自

信开放的风采。

上图：8月 28日，在埃及吉萨金字塔

景区，中国空军 1 架运-20 与空军八一

飞行表演队 6 架歼-10 表演机编队飞越

金字塔上空。 周 闽摄

中国空军运-20与歼-10表演机编队首次飞越金字塔

新华社北京 8 月 28 日电 8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战略沟

通，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讨论。

王 毅 表 示 ，中 美 关 系 要 保 持 正 确

方 向 ，关 键 在 于 两 国 元 首 把 舵 引 航 。

中 美 两 国 要 避 免 冲 突 对 抗 ，关 键 在 于

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中美互动要顺利

开 展 ，关 键 在 于 平 等 相 待 。 中 美 关 系

要 行 稳 致 远 ，关 键 在 于 巩 固 民 意 基

础 。 中 美 双 方 要 实 现 和 平 共 处 ，关 键

在于树立正确认知。

王毅介绍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强调这次会议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的

重要里程碑，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新

机遇。

王毅强调，美方应当把不支持“台

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在经贸和科

技领域打压中国。不得支持纵容菲律宾

采取侵权行为。

沙利文表示，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

一台”。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找到让

美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办法，愿同中方

继续保持战略沟通。

双方还就乌克兰、中东及朝鲜半岛

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就两国元首近期开展新一轮互

动进行了讨论。同意继续落实两国元首

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和

各层级沟通，继续开展禁毒、执法和非法

移民遣返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

作。同意适时举行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

话、第二轮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

机制性安排。

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战略沟通

据新华社曼谷 8月 28日电 （记者

高博、陈倩慈）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

究院、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泰国国立

法政大学东亚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共筑

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研讨会

27 日 在 泰 国 曼 谷 召 开 。 来 自 中 国 、泰

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

等国的智库专家、协会组织成员共计 40

余人参加。

“共筑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泰国曼谷召开

共 筑 高 水 平 中 非 命 运 共 同 体

延 伸 阅 读

“时隔 79 年，我终于能向 731 部队的

受害者们道歉了。”26 日，侵华日军第七

三一部队（简称“731 部队”）“少年队”原

队员清水英男在日本长野县饭田市举行

的记者会上如是说。“我现在的心愿就是

希望日本政府讲真话，把 731 部队的历

史如实说出来。”

8 月 12 日至 15 日，清水重返离开了

79年的中国，来到位于哈尔滨市的 731部

队罪证陈列馆、731 部队旧址，指认侵华

日军细菌战罪行，并向受害者表示真诚

道歉与忏悔。清水在 26日的记者会上表

示，他去中国谢罪的毕生夙愿已经达成。

8 月 13 日，94 岁的清水在“谢罪与不

战和平之碑”前双手合十，深深鞠躬。他

在记者会上讲述，站在石碑前，他又想起

自己在 731 部队期间进入特设监狱捡拾

未烧尽人骨的场景。“我希望自己忏悔谢

罪的心情能有一部分传达给受害者。我

虽然谢罪了，但如果就此感到轻松，是不

能原谅的。”

1945 年，清水作为 731 部队最后一

批少年兵在哈尔滨待了 4 个多月，这短

暂的岁月成了他一生的梦魇。他曾回忆

说，731 部队的队员不仅成为细菌实验

的对象，而且一旦他们在实验过程中感

染了病菌，还会被活体解剖。清水曾成

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实验对象。部队给

清水吃下含有细菌的馒头后，他发烧到

42 度并连续高烧一周。如果当时确认

清水感染病菌，他可能已被活体解剖。

731 部队当年的诊所在一楼，楼上

是标本室，清水在这里见过很多孕妇标

本、胎儿标本、婴儿标本以及人体器官标

本。日本战败后，731 部队溃逃前炸毁

了该部队的全部建筑，并销毁了所有罪

证，清水也参与了炸毁建筑的行动。这

次 去 中 国 ，清 水 看 到 的 只 是 很 多 空 瓶

子。“如果看到了标本，可能会想起更多

以前的事。”他说。

2016 年，清水公布自己曾是 731 部

队“少年队”队员，之后一直致力于揭露

731 部 队 罪 行 ，向 公 众 讲 述 历 史 真 相 。

“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清水在 26 日的

记者会上说，“其实现在我也不想提起这

些事，但一想到那么多受害的中国人，我

就觉得不能不说。”

清水感慨道，中国人真的非常善良，

他们善待日本人遗弃在中国的战争孤

儿，把这些不认识的日本孩子抚养成人，

并将他们送回日本。说到这里，清水渐

渐哽咽，最终泣不成声。“我在想，日本是

距离中国这么近的邻国，为什么就不能

与中国友好相处呢？”

得益于众多中日友好人士的支持，

“大阪府保险医协会”的 20多名医生也加

入到清水的谢罪之行。协会成员原文夫

说，明年是日本战败 80周年，在此节点清

水访华并参观 731部队遗址，再次提醒我

们了解真实历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近年来，日方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

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与恐慌，更加剧了

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

向的警惕和担忧。

陪同清水前往哈尔滨的伊壶一辉在

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访华让他切身感受到

当年日本对中国的伤害。伊壶一辉认为，

日本军国主义让清水无力反抗，迫使其成

为侵华帮凶。如果只批评清水个人，并不

能防止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有必要让

日本民众知道日本过去所犯下的一系列

漠视人权、丧失道德的战争罪行。

“希望日中两国友好交往，决不能让

战争重演。”这句话，清水在记者会上重

复了很多遍。

（新华社日本长野 8月 28日电 记

者杨光、李光正）

“希望日本政府讲真话”
—原侵华日军 731 部队少年兵诉说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