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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我从埃及来到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外 国 语 学 院 学

习。那时，一场名为“金字塔之巅：古埃

及文明大展”的展览正在上海博物馆举

办。展现古埃及文明的珍贵文物从尼

罗河畔远渡重洋，在黄浦江畔展开了一

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这是埃中两

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的生动见证，也是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活实践。

一个休息日，我终于有机会一睹

迄今规模最大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

展厅内，780 余件珍贵文物，展示了古

埃及文明的璀璨成就。同步陈列的中

国文物，让我大开眼界。令人惊喜的

还有博物馆讲解员“有趣又有料”的解

说。当他们将数千年前的尼罗河文明

娓娓道来时，我不禁感慨，纵使相隔重

重山海，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流对话却

并未被阻断。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

鉴，因互鉴而发展。埃及和中国都拥

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古老文

明之所以能历经沧桑薪火相传，并持

续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智慧启迪，正

是因为这些文明有开放包容、兼收并

蓄的特点。

中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推动

者、实践者。从丝绸之路的开通到全

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中国以海纳百川

的包容胸怀对待不同文明。中国提出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多元文化交流互

鉴，展现了弥合文明分歧、化解文明冲

突的广阔胸襟，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衷

共济、和合共生的一贯追求。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这条跨越大陆

与海洋的合作纽带，加强了不同文明

的交流互鉴——从中老铁路文化长廊

到中埃联合考古队组建，从鲁班工坊的

职业教育合作到“筑梦丝路”青年发展

计划，不同文明相遇交融，各国在现代

化道路上书写团结合作新篇章。

埃中两国将文明交流互鉴贯穿“一

带一路”建设始终，搭建起跨越时空的

友谊之桥。在我的家乡，开罗中国文化

中心是当地有名的文化地标。自投入

运营以来，这里年均开展百余场双边文

化交流活动，“欢乐春节”“茶和天下”

“中国电影周”以及中埃丝路文化遗产

国际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埃及民众。此外，随着埃

及开罗大学、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等多

所高校开设孔子学院，“中国文化热”

“中文热”在埃及持续升温，中文已经正

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已

有近 30 所高校开设中文系或中文课

程，超过 20 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越

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学好中文了解丰

富多彩、立体全面的中国。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

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埃中友谊如同

尼罗河与长江一样源远流长，两大文

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互学互鉴，成为

世界文明交流的典范，也将为解决全

球性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

（吕星烁、本 报 记 者宫其芳采 访

整理）

做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推动者实践者
■埃及陆军少校 马 山

新华社西安 5月 20日电 （记者温

馨、付瑞霞）5 月 20 日，上海合作组织减

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开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

好合作委员会主席沈跃跃宣读习近平

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讲话。

沈跃跃表示，贺信充分体现习近平

主 席 对 消 除 贫 困 、促 进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高 度 重 视 ，对 上 合 组 织 国 家 深 化 交 流

互 鉴 、建 设 上 合 组 织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殷

切期望。

沈 跃 跃 表 示 ，减 贫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顺 应 上 合 组 织 国 家 促 民 生 、谋 发 展 的

美 好 愿 望 ，对 加 快 落 实 联 合 国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要坚守公平正

义 ，优 化 减 贫 环 境 ；加 强 互 学 互 鉴 ，实

现合作共赢；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减贫

实 效 ；汇 聚 共 识 合 力 ，携 手 迈 向 现 代

化，推进减贫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助力

实现共同繁荣。

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开幕
沈跃跃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

5 月 20 日，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开幕。图为与会人员 19 日在陕西杨凌参观旱区农业节水

技术与装备田间展。 新华社发

新华社日内瓦 5月 19日电 （记者

王娅楠、石松）第 78 届世界卫生大会 19

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

是“共创健康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大会

开幕式上表示，每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都意

义重大，今年尤其如此。在本届大会上，

各成员国将审议并有望通过世卫组织“大

流行协定”。他还呼吁各成员国批准下一

轮会费增长，以进一步推动实现世卫组织

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和独立性。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

主任雷海潮在当天举行的一般性辩论发

言中表示，中国积极开展全球卫生合作

和交流。60 多年来，累计向全球 77 个国

家 和 地 区 派 遣 援 外 医 疗 队 员 3 万 多 人

次，诊治患者超 3 亿人次。在新冠疫情

期间，为全球提供了 5000 亿件个人防护

用品和 23 亿剂次疫苗。

雷海潮说，中方将继续以实际行动

支持世卫组织和多边主义，欢迎世卫组

织实施改革，愿与广大成员国携手努力，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他同时

表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

会早已决定不同意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个别国家涉台发言扰乱会议议程，不得

人心，中方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干涉中国

内政。

本届大会备受期待的一项内容是审

议“大流行协定”。世卫组织 4 月 16 日宣

布，经过三年多的密集谈判，世卫组织成

员国就“大流行协定”草案达成一致。

此外，本届大会将审议 2024 年成果

报告和约 75 项议题，涵盖卫生和护理人

员队伍、抗菌素耐药性、突发卫生事件、

脊髓灰质炎、气候变化等议题。本届大

会 还 将 聚 焦 可 持 续 筹 资 ，拟 将 2026-

2027 年 规 划 预 算 从 53 亿 美 元 下 调 至

42.67 亿美元，并调整优先事项以强化核

心职能和提升效率。

世界卫生大会是世卫组织最高决策

机 构 ，通 常 每 年 5 月 在 日 内 瓦 举 行 会

议。大会主要职能是决定世卫组织的政

策、审查和批准预算方案等。本届大会

预计将于 27 日闭幕。

世界卫生大会开幕 聚焦“共创健康世界”

新华社巴黎 5月 19日电 （记者邢

建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年《关于禁

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

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公约》）

第八届缔约国大会 19 日在巴黎开幕，中

国当选为本届缔约国大会主席国。这是

中国首次当选《公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公约》

缔约国大会主要职责包括制定战略方

向，指导《公约》的实施；采取必要措施，

促进《公约》目标的实现；监督《公约》的

执行情况，审议缔约国的报告；制定并提

交 建 议 和 指 南 ，以 促 进《公 约》的 实 施

等。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衔

代表杨新育履职此次大会主席并主持大

会，领导和协调大会的工作，以确保会议

高效有序地进行并达成预期目标。

据杨新育介绍，中国于 1989 年批准

加入《公约》。此后，中国一直积极践行

《公约》精神，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防止和打击文化财产的非法进出口和

所有权非法转让，并不断完善国内的文

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使其与《公约》的

原则和要求相衔接。

杨新育表示，中国还积极参与打击

文化财产非法贩运的国际合作，与多个

国家签署了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的政府

间协定，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框架下的相关活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年《公约》是

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贩运和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领域最重要的多边机制，目前有147个缔

约国。第八届缔约国大会将于20日闭幕。

中国首次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公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国

据新华社巴黎 5月 19日电 （记者

唐霁）法国、英国和加拿大 19 日发表联

合声明，强烈反对以色列扩大在加沙地

带的军事行动，呼吁以政府停止在加沙

地带的军事行动，并立即允许人道主义

援助进入。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 19 日晚发布

了《法国、英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关于加沙

和西岸局势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以色

列扩大军事行动造成加沙地带民众承受

的苦难“令人无法忍受”。以政府拒绝向

平民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不可接

受的，这可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对加沙的毁灭性打击造成平民流离失

所，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三国领导人在声明中表示，反对以

色列任何扩大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企

图。以色列必须停止非法定居点建设，

这些定居点破坏巴勒斯坦的生存环境，

并危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安全。

三国领导人表示，将继续与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地区伙伴、以色列和美

国合作，以便在“阿拉伯方案”的基础上

就加沙地带未来的安排达成共识。三国

致力于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有助于实现

“两国方案”，并准备为此与其他国家开

展合作。

法英加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在加沙军事行动

新华社马来西亚兰卡威 5月 20日

电 （记者王嘉伟、程一恒）第 17 届兰

卡威国际海事和航空展（海空展）20 日

在马来西亚吉打州旅游胜地兰卡威开

幕，吸引全球数百家防务厂商和相关

领域企业参展。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副总理扎

希德、副总理法迪拉，以及包括中国在

内的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

府官员、军方与企业代表出席开幕式。

在随后的巡馆仪式中，多家中国企

业携明星产品亮相。作为本届海空展首

日受邀嘉宾，特意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

坡赶来的“航空迷”祖哈菲克·伊兹万对

新华社记者说，随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他对中国装备制造的兴趣越发浓

厚，此次参展的“中国产品非常有趣且具

有创新性，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场景”。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穆罕默德·哈立

德·努尔丁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共

有来自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60多

家企业参展，涵盖海事和航空航天等领

域。他说，海空展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

展示海事与航空航天能力的重要平台。

本届海空展将持续至 24 日。展览

期间，兰卡威国际机场将举办飞机静

态展示与飞行表演，兰卡威岛港口将

举行海事展览。

兰卡威国际海空展是东南亚地区

最具影响力的武器装备展之一，首届

举 办 于 1991 年 ，此 后 每 两 年 举 办 一

届 。 2021 年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 停 办 一

届，2023 年第 16 届海空展恢复举办。

下图：第 17 届兰卡威国际海空展

开幕当日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进行

特技飞行表演。 新华社发

第17届兰卡威国际海事和航空展开幕
多家中国企业携明星产品亮相

美国总统特朗普 19 日在分别与俄

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通电话后称，俄乌将立即启动谈判以

实现停火。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相关

各方立场差异巨大，美国无法拿出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短期内俄乌

恐难实现停火，各方仍将激烈博弈。

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持续了两个

多小时。根据俄方公布的信息，特朗

普在通话中阐述了美方有关实现俄乌

停火的立场。普京表示俄方支持和平

解决乌克兰危机，重申最重要的是消

除危机根源。俄方将提议并准备与乌

方就两国未来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研

究起草一份备忘录。

俄美双方都对此次通话作出积极

评价。普京称通话“内容很丰富且相

当坦率”，“非常具有建设性”。特朗普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通话“基调和

气氛都非常好”，“俄乌将立即启动旨

在实现停火的谈判”。

但舆论也注意到，双方表态存在

明显温差。美国《纽约时报》说，特朗

普对此次通话的描述远比普京积极，

普京只提到了“未来可能达成的和平

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竞选期间

承诺会很快解决俄乌冲突，但就任总

统以来在此事上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

进展，因此需要强调通话成果。而俄

方近来因俄乌谈判未取得实质成果而

受到来自美国和欧洲方面的压力，需

要通过此次通话展现谈判意愿，但在

占 据 战 场 优 势 的 情 况 下 不 愿 过 度 让

步，因此表态相对谨慎。

特朗普在与普京通话前后与乌克

兰 总 统 泽 连 斯 基 分 别 进 行 了 一 次 通

话，其中后一次通话还有部分欧洲国

家及欧盟领导人参加。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他告诉特朗普，乌方已准备好实现全

面、无条件停火，准备以任何能够取得

成 果 的 形 式 与 俄 方 直 接 谈 判 。 他 表

示，美欧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乌俄谈

判进程，美国不应“保持距离”。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特朗普政府

采取逼迫乌方让步以与俄方达成妥协

的策略，令乌方承受巨大压力。近期

美方与乌方达成矿产协议，对俄方则

开始施加压力，这让乌方重新看到希

望，拉住美国共同施压俄罗斯以实现

停火成为其当务之急。

欧洲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方，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俄、对乌政策转变

令 欧 方 担 心 自 己 利 益 受 损 并 被 边 缘

化。欧方近来与乌方一致要求俄方接

受 30 天停火提议，并威胁将对俄实施

新的制裁。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继续

对乌军援还是对俄进一步制裁，没有美

方支持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汉堡大

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政治学

教授乌尔苏拉·施罗德说，当前欧洲最

值得警惕的风险之一，就是美国退出和

平进程而将责任完全交由欧盟承担。

从各方表态可见，俄乌在停火与

和谈问题上的立场并未因特朗普几通

电 话 发 生 改 变 。 俄 方 主 张 只 有 解 除

“危机根源”才能停火，认为先停火只

会让在战场上处于劣势的乌方获得喘

息之机。乌克兰和欧洲则要求无条件

停火，并坚持如俄方不停火就对其实

施更严厉制裁。双方在领土归属、外

国驻军等问题上也尖锐对立。

俄罗斯政治评论员尤里·斯韦托夫

指出，乌方希望实现的和平与俄方需要

的持久安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卡

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迈克

尔·科夫曼认为，在目前战场条件下，俄

方没有足够动力接受停火协议。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分析，美国对俄罗斯的筹码“显然

非常有限”，若对俄实施更多制裁，会

导致美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关系再度

紧张；若以“放松制裁”诱使俄让步，则

会激怒欧洲盟友，并且这一策略没有

欧洲支持也很难成功。波兰国际问题

研究所研究员沃伊切赫·洛伦茨认为，

华盛顿可能已经在影响俄罗斯方面用

尽了所有手段。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特朗普积极

推动俄乌停火主要是为了取得外交成

绩，同时通过“冻结”俄乌冲突减少美

国在欧洲的战略投入，因此并不真正

关心俄乌欧各自的安全关切，也不愿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付出努力。

特朗普说，梵蒂冈已表示“非常乐

意主持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分析：“美国或许并未完全退出促和进

程，但特朗普的言论似乎表明，他希望

这事由别人来领导。”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以上这些因

素，短期内俄乌实现停火的可能性不

大，各方将继续激烈博弈。

（据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19 日电

记者黄河）

特朗普“电话劝和”为何难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