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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认识中国，是从中学历史课

本开始的。世界闻名的万里长城位于

中国的北方地区，是中国也是世界上

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

代军事防御工程。这项既能抵御外来

侵略，又象征和平的伟大工程，让我对

中国这个东方国度愈发好奇。随着一

次又一次与中国结缘，我不断感受到

这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对和平

的不懈追求。

2017 年，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

船来到坦桑尼亚。在长达一周的时间

里，中国军医每天都忙碌着为坦桑尼

亚 患 者 免 费 诊 断 、发 放 药 品 、实 施 手

术。当时，我在一艘海军舰艇上服役，

我的副舰长被眼疾困扰了很长时间。

经中国军医治疗，他很快痊愈了。这

艘以“和平”命名的医院船，给坦桑尼

亚人民带来了健康，也让我们感受到

了中国人民的真诚与善良。

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接触

不同国家的人。我曾经与联合国等多

个国际组织的人员共同工作过，也去

过欧洲国家参加培训。这些经历让我

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国家看待热点问

题、化解危机冲突的主张与行动是不

一样的。不同于那些只将“和平”挂在

嘴边的国家，中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是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中坚力量，不仅是安理会常

任 理 事 国 中 派 遣 维 和 人 员 最 多 的 国

家 ，而 且 是 联 合 国 第 二 大 维 和 摊 款

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坚持不懈

劝和促谈；在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中，中

国主持推动了沙伊和解。在维护世界

和平方面，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应

有的样子。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留学期间，我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有了更深的理解。学校曾经组织

我们到中共一大纪念馆、八七会议会

址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地参观

见学。展厅里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

物、一段段文字清晰地记录着近代中

国的历史，这也是中国人民更加珍惜

和平幸福生活的原因。今天的中国，

纵横密布的高铁网络、扫码刷脸的移

动支付、优质可靠的医疗保障……这

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建立在和平发展的

基础上。

随着我对中国了解得越来越多，

中国爱好和平、亲和友善的形象愈发

清晰。然而，许多人对中国的认知并

不完整和充分，因为非洲很少有专门

采写国际新闻的媒体机构，也缺少自

主掌控的社交媒体平台，民众认知的

世界，绝大部分都是由西方媒体描述

出来的。这些媒体时常传递一种“中

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威胁了世界和平”

的声音。但我对此并不认同，这种论

调体现的只是西方的思维逻辑。深知

和平来之不易的中国，没有侵略他国

的基因，有的是维护和平的信念。

近 期 ，执 行“ 和 谐 使 命 -2024”任

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又到

访 我 的 祖 国 。 我 坚 信 通 过 与 中 国 越

来 越 多 的 接 触 ，更 多 的 人 将 会 认 识

到 ，中 华 民 族 是 一 个 热 爱 和 平 的 民

族，中国希望和平的阳光能够照亮世

界更多角落。

（徐茜、本 报 记 者吕德胜采 访 整

理）

让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更多角落
■坦桑尼亚海军上尉 万吉亚

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 （记者顾

天成）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 9 日在

京举办气候变化与健康影响媒体研讨

会，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环境、气候变化与

健康司司长玛丽亚·内拉在会上表示，气

候变化给卫生健康领域带来重要影响，

给全人类健康带来极大挑战，中国在提

升空气质量、气候变化应对中做出积极

贡献，期待中国在建设更加低碳、更具气

候韧性的卫生体系中发挥更多作用，与

他国分享成功经验。

国家疾控局等 13 部门近日发布的

《国 家 气 候 变 化 健 康 适 应 行 动 方 案

（2024—2030 年）》提出：到 2025 年，健全

完善多部门气候变化与健康工作协作机

制；到 2030 年，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政

策和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据国家疾控局介绍，随着以全球变

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近年

来高温热浪、洪涝、低温寒潮、台风等极

端 天 气 气 候 事 件 趋 多 趋 强 ，人 类 的 生

存、生命和健康正在受到极大挑战，提

升气候变化健康适应和风险防范能力

是当务之急。《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

行动方案（2024—2030 年）》的出台，对

增强中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

对 此 ，玛 丽 亚·内 拉 表 示 ，非 常 高

兴 看 到 中 国 出 台 专 门 行 动 方 案 ，推 进

气 候 变 化 健 康 适 应 行 动 ，这 一 举 措 格

外及时。

“中国强调卫生部门跟其他部门，

比 如 能 源 、环 境 等 部 门 的 合 作 来 共 同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是 非 常 好 的 。 举 例 来

说 ，中 国 在 空 气 治 理 等 方 面 取 得 的 显

著 成 果 ，很 大 程 度 上 归 功 于 向 清 洁 能

源 转 型 方 面 的 积 极 努 力 。”玛 丽 亚·内

拉 说 ，中 国 在 清 洁 能 源 转 型 等 科 技 创

新 领 域 已 经 走 在 了 世 界 前 列 ，扮 演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角 色 。 全 球 都 在 关 注 中

国 ，并 期 待 中 国 在 这 一 领 域 发 挥 更 加

关键的领导作用。

世卫组织官员

期待中国在建设更加低碳的卫生体系中发挥更多作用

新华社万象 10月 9日电 （记者马

淮钊、汤沛沛）第 44 届和第 45 届东盟峰

会 9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开幕，峰会主题

为“东盟：加强联通和韧性”。

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国家主席通伦

在开幕致辞中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

正发生急剧复杂变化，面临多重挑战。

在此背景下，东盟应继续坚持和平、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坚持平等互

利的多边主义。

通伦呼吁东盟国家在《东盟宪章》和

“东盟方式”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以

增强东盟韧性、团结和中心地位。

第 44届和第 4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

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会期为 9日至 11日，其

间还将举行第 27次中国－东盟（10+1）领

导人会议、第 27 次东盟与中日韩（10+3）

领导人会议和第 19届东亚峰会（EAS）等。

东盟成立于1967年，现成员国包括印

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

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10国。

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在老挝开幕

本报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郭澍

东报道：9 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

美国对台军援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政府日前批

准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价值约 5.67 亿美

元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培训、反装甲、

无人机等项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

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严重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强烈

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指出，近年来，美方背信弃义，不

择手段多次对台军援军售，向“台独”势力

传递严重错误信号，在台湾问题上拱火浇

油，推升地区紧张局势，正在一步步把台

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需要强调的是，

武装台湾就是助长“台独”，“台独”就意味

着战争，“以台制华”只会自食恶果。

吴谦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停止以“两

副面孔”对华，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

派”做法，停止武装台湾，以免对两国两军

关系造成进一步干扰破坏。中国人民解

放军始终强化练兵备战，全面提升打赢能

力，坚决反制反击“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

干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对台军援答记者问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10 月 6 日

发布声明说，自 2024年初以来，埃及苏

伊士运河收入同比下降 60%，过境船只

数量同比减少 49%。

红 海 地 区 当 前 局 势 紧 张 ，面 临

前 所 未 有 的 挑 战 ，迫 使 船 运 公 司 寻

求远离苏伊士运河的替代航线。苏

伊士运河管理局一直与国际海事机

构 及 航 运 公 司 讨 论 当 前 危 机 ，并 提

出 应 对 方 案 ，以 减 少 对 全 球 贸 易 的

影响。

这是 10 月 8 日在埃及苏伊士湾拍

摄的行驶中的船只。

新华社发

受红海局势紧张影响

今年以来苏伊士运河收入下降60%

新华社联合国 10月 8日电 （记者

潘云召）联合国安理会 8日发表主席新闻

谈话，强烈谴责 6日发生在巴基斯坦卡拉

奇真纳国际机场附近的恐怖袭击事件。

安理会成员在主席新闻谈话中向受

害者家属以及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表示

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重申任何形式的恐

怖主义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

胁，强调应将恐怖主义行为的肇事者、组

织者和资助者绳之以法，并敦促所有国家

根据国际法义务及安理会决议，与中国和

巴基斯坦政府就此积极开展合作。

主席新闻谈话指出，任何恐怖主义

行为，无论其动机如何、发生在何时何

地、由谁实施，都是犯罪行为且不可原

谅。各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

义务，采取一切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6 日晚，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中方车

辆在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附近遭遇恐怖

袭击，造成中巴双方多人伤亡，其中中方

2 人遇难、1 人受伤。恐怖组织“俾路支

解放武装”的分支“马吉德旅”宣称实施

了此次袭击。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卡拉奇恐袭事件

新 一 轮 巴 以 冲 突 爆 发 一 周 年 之

际 ，全 球 多 国 政 要 发 声 、多 地 民 众 集

会 游 行 ，呼 吁 停 火 止 战 ，寻 求 政 治 解

决方案。

爱沙尼亚外长查赫克纳 7 日就新

一轮巴以冲突一周年发表声明说，冲

突最大的受害者是平民，特别是妇女

和儿童等最脆弱的群体。超过 100 万

人 逃 离 了 黎 巴 嫩 和 以 色 列 北 部 的 家

园，加沙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令

人无法接受。他表示，支持通过外交

努力防止敌对行动升级，支持“两国方

案”，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并给巴勒

斯坦一个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未来。

德国总理朔尔茨 7 日出席汉堡可

持续发展会议开幕式时，重申德国政

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同时强调了加沙

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他说，暴

力和饥饿无法成为地区稳定的基础，

巴以应立即停火并启动政治谈判。只

有落实“两国方案”，才能实现“以色列

人和巴勒斯坦人持久和平共处”。

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 7 日

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和在

其边界内安全生活，但需要根据国际人

道主义法履行这一权利。“我们不能对

加沙无辜平民遭受的苦难无动于衷。”

梅洛尼重申，意大利呼吁在加沙和黎巴

嫩立即停火，寻求谈判解决方案。

斯洛伐克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长尤

拉伊·布拉纳尔 7 日表示，国际社会应

施加更大压力以实现加沙地带人道主

义停火。他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

巴以冲突唯一公平的解决方案。

罗马尼亚政府 7 日发表声明，支持

国际社会为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呼

吁尽快达成停火协议、释放被扣押人

员，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顺利进

入加沙地带。

美国纽约市、洛杉矶和费城等地数

千名民众和学生 7 日举行集会和游行，

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杀戮，呼

吁尽早实现停火。纽约市支持巴勒斯

坦的社区组织“在我们有生之年”当天

下午在曼哈顿组织大规模集会和游行，

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轰

炸，呼吁实现停火。在集会和游行过程

中，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的抗议

者出现肢体冲突，有多人被捕。当日，

数百名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在加利福

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内举行游行示威，

马里兰大学上百名学生集会悼念加沙

地区的死难者。费城支持巴勒斯坦的

学生组织 7 日下午在德雷克塞尔广场

公园举行集会，数百人随后进行游行，

抗议在加沙地带发生的“种族灭绝”。

6 日下午，德国柏林约 3500 人参与

了一场以“反对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

为主题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举“停止

种 族 灭 绝 ”等 标 语 ，挥 舞 巴 勒 斯 坦 国

旗。示威活动后期演变为暴力冲突，警

方被迫使用胡椒喷雾控制局面，数人因

此被捕。当天，德国慕尼黑还有约 8000

人举行集会，反对针对犹太人的仇恨，

并要求哈马斯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

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数百名示

威者 6 日举行游行，呼吁立即在中东实

现停火。抗议者举着巴勒斯坦和黎巴

嫩国旗，并打出“结束种族灭绝”和“解

放巴勒斯坦”等标语。巴勒斯坦驻马

耳他大使法迪·哈纳尼亚在抗议现场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行动，尽快“制

止这场种族灭绝”。

在荷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民间

组织计划 7 日晚在荷兰各地的 16 个火

车站组织静坐示威，呼吁和平并抗议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

罗马尼亚的巴勒斯坦团结组织近

日在布加勒斯特宪法广场持续抗议以

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该组织

号召人们 12 日走上街头，参与更大规

模的抗议活动。

上万名澳大利亚民众 6 日在悉尼

和墨尔本等地举行声援巴勒斯坦和黎

巴嫩的示威活动，呼吁立即结束中东

地区冲突。示威者当天下午在悉尼市

中心的海德公园聚集，随后在附近几

条主要街道举行游行示威。许多人手

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旗帜以及写有

“立即停火”“解放巴勒斯坦”等字样的

标语牌，高呼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

以及反对武装以色列的口号。

（新华社北京 10月 8日电 新华

社记者）

巴以冲突延宕 世界多地反战声迭起

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水污染控制实验室主任魏源送办公室

的抽屉中，珍藏着一封特别的感谢信：

牛皮纸信封上印有辗转多地的邮戳，密

密麻麻的斯里兰卡僧伽罗语字母后，附

有全体村民的亲笔签名和手印。信中

写道，“尼迪亚村民衷心感谢魏源送教

授的帮助，我们终于喝上了放心可口的

饮用水……”

魏源送与斯里兰卡的结缘要从 2013

年 8月说起。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斯

里兰卡的求助邮件。发件人韦勒戈德博

士曾参加过中国科学院“水与卫生”援外

培训班，他询问是否能基于课上讲授的水

处理技术进行合作，以解决与斯里兰卡饮

用水相关的慢性肾病（CKDu）问题。

当时数据显示，自 1990 年以来，斯

里兰卡 CKDu 患者高达 4 万余人。世界

卫生组织初步研究表明，该病与当地百

姓饮用的地下水水质高度相关。

这一重大民生问题从此闯入了中国

科学家的视野。2014 年 8 月，魏源送第

一次踏上了斯里兰卡的土地，开始了“摸

爬滚打”的调研历程。经过前期调研和

中斯双方沟通协调，2015 年 3 月，中科院

与斯里兰卡城市发展与供排水部（注：现

为供排水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正式决

定开展 CKDu 追因与饮用水安全保障研

究合作。此后，魏源送频繁往返于两国，

与更多中国科学家们一道，在斯开展了

一系列真诚、扎实的研究合作。

2017 年 11 月 ，中 斯 水 中 心 项 目 奠

基；2021 年 10 月，中国商务部援建的中

斯水中心科研综合大楼正式启用；截至

目前，该中心已获得斯里兰卡多个相关

部委的政策或资金支持，双方签署了 6

份政府级、研究所级双边合作备忘录，建

立了 1 个国家级和 1 个院级合作平台。

水合作项目也在源源不断培养本土

科技人才。中斯水中心累计已为当地培

养了 30 余名医护人员、20 余名肾病调查

人员、20 余名水务人才和 30 余名硕博研

究生。魏源送课题组两篇中斯合作的

CKDu 相 关 研 究 论 文 分 别 在 2023 和

2024 年获得了斯里兰卡总统科学奖。

“当地百姓现在最信任的就是中国

科学家，很多人一见到他们就会鞠躬道

谢。还有许多患肾病的村民说，因为中

国科学家的帮助，自己已经好几年不用

再去医院了。”中斯水中心培养的博士生

蒂图斯·库雷说。

“这是我第 31 次来到斯里兰卡，我

们已经打好了从 0 到 1 的基础，今后的合

作一定会从 1 到无穷。中国已经实现了

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

转变，我们希望用科技合作为斯里兰卡

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让这一项目成为‘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典范。”魏源送说。

（据新华社科伦坡 10月 8日电 记

者陈冬书、伍岳）

左上图：近期在斯里兰卡康提市拍

摄的中斯水中心科研综合大楼。

新华社发

让当地百姓喝上“放心水”
—中国科学家的 31 次斯里兰卡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