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也是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5 周

年。从 1990 年 4 月联合国维和行动简

报 上 第 一 次 出 现 中 国 军 人 的 消 息 至

今，中国军队已先后参加 25 项联合国

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 5 万余人

次，足迹遍及柬埔寨、刚果（金）、黎巴

嫩、南苏丹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

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和平的不懈追求

与积极贡献。

中 国 军 队 为 和 平 勇 毅 出 征 。

习主席指出，和平是人类共同愿望和

崇高目标。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

生，为和平而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

安全的重要途径。多年来，中国在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得重大发展成

就的同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一批批中

国维和官兵肩负神圣使命，向硝烟弥

漫之处逆行，在战乱频仍之地坚守，用

过硬的专业素质、顽强的战斗作风和

良好的精神风貌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打造出“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

标准”等一块块金字招牌，受到联合国

和国际社会高度肯定。

中国军队为和平锻造力量。多年

来，中国维和部队实现了力量构成从

单一军种向多军兵种拓展、任务类型

从支援保障向综合多能转型、行动目

标 从 制 止 武 装 冲 突 向 建 设 持 久 和 平

延伸，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

量 。 中 国 军 队 参 加 联 合 国 维 和 行 动

逐 步 走 上 科 学 化 、制 度 化 的 轨 道 。

2012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条例（试行）》正式

施行，成为我军维和工作的基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2017 年 9 月，8000 人规模

的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完成注册，

中 国 成 为 联 合 国 成 员 国 中 组 建 维 和

待命部队数量最多、分队种类最齐全

的国家……中国军队维和能力的整体

提升，折射出人民军队改革重塑的伟

大成就、见证了新时代奋斗强军的铿

锵足迹。

中国军队为和平贡献智慧。作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

军人最多的国家，中国以服务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使命，推动联合国维和行

动不断向纵深发展：提出支持和改进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 4点主张和 6项承诺；举

办“共同命运”国际维和实兵演习、“共同

使命”维和特派团指挥所推演、“共同愿

景”维和国际论坛，打造“共同”系列维和

行动国际品牌；与有关国家、国际和区

域组织开展维和交流与合作；主持或参

加多个维和专业领域行动指南等文件的

编写修订工作……这些贡献彰显了中国

军队的大国担当，有力推动了联合国维

和事业发展。

35 年的历程证明，中国军队的强

大是维护和平力量的增长。作为中国

人民的和平使者，中国“蓝盔”始终坚

定地为和平出征、为和平坚守，持续提

升 参 与 联 合 国 维 和 行 动 的 深 度 与 广

度，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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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5周年—

中国“蓝盔”：为和平出征

3 月 2 日，我结束了在联合国刚果（金）稳

定特派团为期 13 个月的工作任期，返回祖

国。

特派团司令部位于刚果（金）东部北基

伍省省会戈马。任务期间，当地局势发生诸

多变化，但总体上还算稳定。然而，就在我

临近回国时，当地局势突然恶化。我也在战

火纷飞中经受了一场大考。

1 月 23 日，刚果（金）东部的反政府武装

攻占了戈马以西约 27 公里的萨凯镇。特派

团 司 令 部 的 气 氛 顿 时 紧 张 起 来 。 24 日 上

午，司令部人事部门开始核对人员信息，组

织撤离工作。按照计划，25 日，所有非关键

岗位人员乘坐联合国的飞机疏散至邻国乌

干达的恩德培；26 日，关键岗位人员疏散至

恩德培。

局势的变化速度出乎预料。25 日的撤

离行动还比较顺利，26 日中午，传来“交火线

已推进至戈马北郊”的信息。那里距戈马机

场直线距离只有大约 4 公里，我曾多次驾车

往返，深知由此一路南下至司令部所在地，

并无任何防卫阵地和力量部署。

这时，还有预定疏散的多名参谋军官没

有来得及撤离。怎么办？我快速思考了几

种应对方案。排除空运、据守等方案后，只

剩下陆路转运避险的方案。

时间不等人。作为特派团观察员副司

令和中国维和军人领队，我迅速建议：最大

限度撤离非必要人员避险；包括我在内的少

数必要人员留守特派团司令部，以保证任务

区处于危机状态下有人值守，同时确保观察

员系统正常运转。

得到批准后，我驾车将相关人员顺利送

达指定地域，然后返回司令部战位，会同各

国同事沉着应对即将到来的交火乱局。

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的大规模交火一

直持续到 28 日才渐渐停息。期间，特派团司

令部营区不时有流弹飞入，1 名印尼籍维和

军官腿部中弹，还有 1 枚火箭弹在离我办公

室约 10 米处爆炸。密集的交火声中，我向 7

个观察员队队长发送邮件：“我们还在司令

部，没有离开。我需要你们做到以下几点：

保证安全和健康；联系家人，请他们放心；继

续工作，保持通联。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

可以联系我。”当时我并不知道局势会如何

发展，但必须给大家带来信心和慰藉。他们

回复，将继续坚守岗位。

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们全体在外的维

和人员持续得到机关单位和同事们的关心

指导，大家倍感温暖。

1 月 29 日，农历大年初一，周边再无枪

声。在接下来的 3 天时间里，我想方设法推

动观察员系统恢复正常工作，比司令部整体

功能恢复进度提前了 2 天。

回顾离任前这场惊心动魄的经历，我心

中始终有一个信念——中国维和军人，为和

平而来，为和平坚守。

赴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参谋军官杨志博讲述—

战火纷飞的任务大考

近 些 年 来 ，我 多 次 参 加 联 合 国 维 和 行

动，并以教官身份参加国际维和培训，见证

了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贡献不断

提升的过程。

2015 年 1 月，我在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

特派团任副参谋长期间，看到联合国发布的

一份新闻通报：中国军队将向联合国南苏丹

特派团派遣一支 700 人规模的维和步兵营。

外 国 同 事 热 切 地 请 我 就 这 条 新 闻 进 行 解

读。我自豪地表示，中国军队首次派出维和

步兵营参加维和行动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表

明中国“蓝盔”的职能任务将得到全面拓展，

从 支 援 保 障 任 务 拓 展 到 稳 定 局 势 、保 护 平

民、安全护卫等核心维和任务。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发布相关新闻通报

表示，中国军队将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一支

140 人规模的直升机分队、组建 8000 人规模

的 维 和 待 命 部 队 并 为 多 国 培 训 维 和 人 员 。

司令部交班会上，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特

派团司令高兴地说，中国的支持将大大提高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快速部署能力，为守护和

平争取机会，为拯救生命赢得时间。

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任战区司令期间

发 生 的 一 件 事 ，令 我 至 今 印 象 深 刻 。 那 是

2018 年 1 月，中国维和步兵营官兵临危不惧，

冷静交涉，妥善处置一起武装人员非法闯入

武器禁区事件。复盘总结时，维和友军一位

军官说：“中国步兵营指挥员冲锋在前，勇敢

冷静；官兵日常训练严格，应急预案熟知于

心，迅速布控控制局面，值得大家学习。”

这些年，应联合国相关部门邀请，我和

同事一起参与制定、编写、修订了一系列维

和政策性文件和行动指南。自 2020 年以来，

我们参加了中国军队主办的“共同命运”国

际维和实兵演习、“共同使命”维和特派团指

挥所推演、“共同愿景”维和国际论坛，以及

维和参谋军官、女性维和人员等系列维和培

训。这些活动有力促进了中国军队与国际

社会在维和领域的交流合作，彰显了中国军

队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贡献。

世 界 和 平 不 可 分 割 ，人 类 命 运 休 戚 与

共 。 新 时 代 的 中 国 军 队 ，将 继 续 坚 定 践 行

全球安全倡议，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 的 安 全 观 ，为 联 合 国 维 和 行 动 作 出 更 大

贡献。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何星讲述—

国际舞台的共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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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我再次踏上南苏丹（瓦乌）

这片土地。6 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执行维

和 任 务 时 的 情 景 历 历 在 目 ，当 时 搭 建 的 板

房、建造的哨楼仍矗立在那里，种下的绿植

更是长高了不少。一批批中国维和官兵在

这里轮换驻守，年复一年的努力，就是为了

让和平深深植根于这片历经战火的土地。

“维和不仅是一次任务，更是在国际舞

台上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机遇。每一项工

程 都 代 表 着 国 家 和 军 队 的 形 象 ，必 须 高 标

准、高质量完成。‘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

国 标 准 ’是 一 批 批 中 国 工 兵 打 造 出 来 的 品

牌，我们必须传承好，并作出新贡献。”作为

第 15 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的队

长，抵达任务区第一天，我以这样一番话激

励全体官兵。

春节过后，我们受领了修复卢雅克镇至

瓦拉卜市补给线的任务。这条路是联合国

南苏丹特派团补给物资和进行人道主义救

援 的 生 命 线 ，也 是 当 地 民 众 出 行 的 重 要 通

道。由于通行流量大，加之雨水冲刷破坏，

道路损毁严重。

为确保工程质量，分队官兵每天要到三四

十 公 里 外 的 河 滩 挖 取 黏 性 大 、土 质 好 的 土

壤，对路面进行填补修复。刚开始每天能取

两趟土，随着施工点位越来越远，每天只来

得及取一趟土。为了抢工期，官兵每天在野

外作业近 10 个小时，中午不回宿营地，午餐

后继续施工。

顶着烈日作业，伴着晚霞收工，官兵用

奋斗展现中国维和工兵的专业素养。工程

验收时，联南苏团西战区作战处和工程处对

中国维和工兵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在完成工程任务之外，一批批中国维和

官兵还深入当地村镇、学校开展文化交流活

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持续在当地民众心中

播撒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温暖的中国印记。

由于南苏丹（瓦乌）局势持续动荡、经济

发 展 滞 后 ，当 地 很 多 学 校 物 资 匮 乏 。 前 不

久，我们去往宿营地附近的卢雅克镇圣玛丽

小学，向学校捐赠了一批文体器材，帮助改

善教学条件。该校老师马约特在感谢中国

军人善举的同时，祝愿中国和南苏丹两国的

友谊天长地久。

再次来到任务区，我还欣喜地发现，当

地商店招牌、道路指示牌，甚至政府机构的

公告栏上，出现了很多中文标识。时常有当

地人用中文亲切地跟我们打招呼，有的还能

进行流畅的对话。

离乡万里，同样能感受到祖国的日益强

大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我将和战友们

一起，在完成维和任务的同时，继续做好和

平友谊的使者，在这里留下更多、更深刻的

中国印记。

第 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队长王艳辉讲述—

维和一线的中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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