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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期 5 天的第二十一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举

行，全球 65 个国家和地区、305 家海外展

商线上线下参展。这场盛会向世界展现

了中国文化产业澎湃动能，是践行全球

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文化共同繁荣发展

的有益实践。

在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的当下，尊重理解不同文明和文化是

消除误解、弥合分歧的良方。面对“不

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

的重大课题，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

在理论层面重塑文明观，在实践层面架

设连心桥，不仅体现出建设更美好世界

的深刻洞见，也展示出引领实践的磅礴

力量。

推 动 交 流 互 鉴 ，共 促 文 明 进 步 。

2024 年，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

日决议在第 78 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这

是中方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成功实践，

也表明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日益成为国

际共识。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以来，国际

社会反响强烈，认为这一倡议为解决当

前世界面临的最尖锐、最紧迫问题贡献

了中国智慧，为减少冲突对抗、促进世界

和平稳定带来希望。特别是许多全球南

方国家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文明交流合

作，共同推动倡议落地落实。目前，全球

文明倡议作为重要共识，已经写入中国

与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赞比亚、马

尔代夫等多个国家以及中亚、阿盟、澜湄

等地区的联合声明、新闻公报或宣言中，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

完善机制平台，推动现代化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两年多来，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

论坛”等成功举办，中匈文明交流互鉴

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

院相继开设……全球文明倡议正在从

中国方案转化为全球行动，立体多维的

文明互鉴网络正在形成。当今世界不

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

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

传承。全球文明倡议正是诞生于迈向

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多个文明交流对

话平台上，中国积极同各国交流治国理

政经验，同非方打造中非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平台，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 25

个中非研究中心；牵头成立“全球南方”

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

国理政互学互鉴……中国在现代化进

程 中 倡 导 不 同 文 明 相 互 尊 重 、包 容 共

存，推动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促进世

界繁荣进步。

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在

全球文明倡议的指引下，中国与世界各

国的人文交流呈现出蓬勃生机。2024

年，中国以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中俄

文化年、中法文化旅游年等为契机，通过

举办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为各国

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国致力于

搭建文明交流互鉴新平台，开展形式多

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以文化交融互

动共绘全球文明新图景：从“欢乐春节”

在全球各地的精彩呈现，到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与合作

项目，再到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

为增进中外人员交流提供便利，这些文

化交流活动和务实举措增进了各国人民

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让不同文明的

魅力在交流中绽放。

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面向未来，中

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眼光、更加开阔的

胸怀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促人类

文明进步，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

生机盎然。

（作者单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推动交流互鉴 共促文明进步
■吴晓丹

推动合作共赢 展现大国担当

5 月 22 日，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参加超 200 家企业入园庆典仪式时表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

柬中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典范。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不断发展，将极大助力西哈努克省的经济增长。图为当日拍摄

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新华社发

2022 年 8 月，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

在其就职演说中引述本国文学巨匠加

西亚·马尔克斯所著《百年孤独》的结

尾：“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

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

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

现。”随即，他话锋一转，以充满力量的

语调宣示：“今天，这第二次机会已然

开启。”

如今，哥伦比亚正式加入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为这一深深

期许注入了动能。牵手“一带一路”，

是中哥建交 45 周年之际两国战略伙伴

关系持续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哥伦比

亚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发展潮流的战

略抉择。

哥 伦 比 亚 迫 切 寻 求 并 珍 视 共 建

“一带一路”带来的机会，源自国家发

展 的 内 生 需 求 。 基 础 设 施 的 相 对 滞

后，特别是交通瓶颈，一度让这个国家

的 发 展 之 路 如 安 第 斯 山 脉 般 崎 岖 漫

长。首都波哥大市民中流传的无奈调

侃“波哥大距离波哥大两小时”，正是

长期交通拥堵的真实写照。

正在由中国企业承建和参与运营

的哥伦比亚迄今最大基建项目之一：

波哥大地铁一号线，将改变城市的未

来。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波哥大地

铁一号线已完成约 54%的建设进度，直

接 或 间 接 创 造 了 约 1.3 万 个 工 作 岗

位。波哥大地铁一号线项目公司副总

经理玛利亚·康斯坦萨·博特罗表示，

地铁投入使用后，首末站两地通勤时

间将从近 3 个小时缩短至 27 分钟，预

计将有 300 万民众直接或间接地从这

一改变中受益。

哥伦比亚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热

情，也根植于两国间日益密切且成果

丰硕的经贸往来。中国已连续多年成

为哥伦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哥伦比

亚则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五大贸易

伙伴。2024 年中哥贸易规模达 1496.3

亿元，同比增长 13.1%。今年前 4 个月，

中国对哥伦比亚进出口 483.4 亿元，同

比 增 长 8.5%，规 模 创 历 史 同 期 新 高 。

农产品合作尤其亮眼，哥伦比亚已成

为中国咖啡、鲜切花的第三大进口来

源地，今年前 4 个月，仅咖啡进口额就

达 4.7 亿 元 ，鲜 切 花 进 口 亦 增 长

14.6%。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让哥伦

比亚各界对共建“一带一路”带来更广

阔的中国机遇充满期待。

哥伦比亚哥中投资贸易商会执行

董事英格丽德·查韦斯说，哥伦比亚与

中国的合作潜力巨大，因为“双方都有

发展业务的政治意愿”。她认为，加强

与中国的关系，能帮助哥伦比亚实现

发展伙伴的多元化。

放眼拉美，阿根廷的“基塞”水电

站、秘鲁的钱凯港等众多标志性项目

纷纷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强 劲 动 力 。 作 为 全 球 南 方 的 重 要 成

员，中拉携手不仅共筑潜力巨大的市

场，也为双方民生发展和全球共同繁

荣增添了新动能。作为拉共体轮值主

席国，哥伦比亚选择加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大家庭，正是顺应这一区

域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时代潮流，展现

了其在推动国家发展与促进中拉合作

方面的坚定意愿。

从对“第二次机会”的呼唤，到中

哥建交 45 载的互利合作，再到拥抱共

建“一带一路”，哥伦比亚正以积极的

姿 态 描 绘 国 家 发 展 的 新 图 景 。 站 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哥伦比亚将乘着共

建“一带一路”的东风，与中国共同谱

写 互 利 共 赢 、共 同 发 展 的 新 篇 章 ，为

构 建 更 加 紧 密 的 中 拉 命 运 共 同 体 贡

献力量。

（新华社波哥大 5月 21 日电 记

者李子健）

哥伦比亚与“一带一路”的时代交响

连日来，中柬“金龙-2025”联演双方参演官兵围绕联合打击、立体

突击、营救人质等内容进行适应性训练，为下一阶段实兵演练做准

备。图为中柬双方突击队员开展协同训练。

本报记者 郭澍东摄

中 柬“ 金 龙 - 2025”联 演
官兵持续开展适应性训练

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记者刘

杨、袁睿）中国—东盟经贸部长特别会议

20 日以线上方式举行，双方共同宣布全

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3 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答问时说，这是向签署中国—东盟自

贸 区 3.0 版 升 级 议 定 书 迈 出 的 关 键 一

步。中国与东盟全面完成自贸区 3.0 版

谈判，发出了维护自由贸易与开放合作

的强音。

“ 这 确 实 是 个 好 消 息 。”毛 宁 表

示 ，中 国 与 东 盟 都 是 经 济 全 球 化 和 多

边 主 义 的 坚 定 支 持 者 ，全 面 完 成 自 贸

区 3.0 版 谈 判 ，发 出 了 维 护 自 由 贸 易

与 开 放 合 作 的 强 音 。 通 过 打 造 包 容 、

现 代 、全 面 、互 利 的 自 贸 区 ，中 国 和 东

盟 将 进 一 步 扩 大 相 互 开 放 ，共 同 实 现

繁荣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与东盟完成自贸区3.0版谈判发出维护自由贸易与开放合作强音

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记者袁

睿、刘杨）就近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在社

交平台发表涉南海相关言论，外交部发

言人毛宁 23 日表示，奉劝美方不要再利

用菲律宾在南海挑事。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22 日，针对菲方炒作中国海警船在

铁线礁附近执法行动，美国驻菲大使在

社交平台 X 发文称，中方海警船对菲方

非军事任务采取“侵略性行动”，“威胁”

生命安全及地区稳定。美坚定同菲“站

在一起”，支持国际法和自由开放印太。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海警已就此发表谈话并公布

现场视频，事实胜于雄辩。”毛宁表示，菲

律宾不听中方劝阻，多次派人非法登临

中国南沙群岛的铁线礁，严重侵犯中国

主权，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

方采取必要处置措施，正当合法。菲方

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否则中方将坚决

应对。

“ 奉 劝 美 方 不 要 再 利 用 菲 律 宾 在

南 海 挑 事 ，不 要 破 坏 南 海 的 和 平 安

宁。”她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奉劝美方不要再利用菲律宾在南海挑事

新华社联合国 5月 22 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 22 日在安理会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

发言，强调多措并举保护平民。

孙磊说，近年来，国际局势紧张升

级 ，冲 突 动 荡 频 频 发 生 。 国 际 社 会 必

须 加 大 紧 迫 感 ，为 保 护 平 民 采 取 更 有

力行动。

孙 磊 强 调 ，必 须 努 力 消 除 武 装 冲

突。冲突各方应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化

解争端。各国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

则，共同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

架构。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

有首要责任，应当致力于推动平息冲突，

让平民免受战火威胁。

孙磊表示，必须严格遵守国际人道

法。遵守国际人道法是各方必须履行的

义务，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任何双重

标准和选择性适用，都会侵蚀国际法治

基础，鼓励更多违法行为。中国同巴西、

法国、约旦、哈萨克斯坦、南非与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一道，共同发起了国际人道

法倡议。中方呼吁更多国家加入该倡

议，共同促进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和实施。

孙磊指出，必须增强当事国治理能

力。各国政府承担着保护平民的首要责

任。国际社会应对冲突时，要有针对性

地帮助当事国加强保护平民的能力。国

际社会应加大对当事国的发展帮扶，支

持其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改

善民生，特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逐步

铲除冲突暴力的土壤。联合国维和行动

要及早考虑将提升当事国能力纳入过渡

战略，为维和行动逐步撤出创造条件。

孙磊说，必须加强国际人道援助。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援助方

加大支持力度，保障联合国等人道机构

获得充足资金开展援助。中方高度重

视保护平民问题，一贯推动政治解决热

点问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努力帮助有关发展

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方愿继

续 同 国 际 社 会 共 同 努 力 ，早 日 消 弭 冲

突，共享和平安宁。

中方强调多措并举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

近期，以色列在加沙扩大军事攻

势，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过去数月，尽

管国际社会积极劝和促谈，以色列却

持续推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这

表明其欲通过武力压制哈马斯，寻求

长期控制加沙地带。加沙局势短期内

恐难以实现和平。

今年 1月，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加

沙地带停火协议，但第二阶段停火谈

判迟迟未能推进。以方以哈马斯拒绝

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后续停火方案和

释放以方被扣押人员为由，自 3 月 18
日起恢复对加沙地带大规模空袭及地

面行动，行动范围随后不断扩大。分

析人士认为，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

动，其直接目标在于推广“拉法模式”、

摧毁哈马斯根基并以此施压解决人质

问题，但这些目标的实现存在难度。

“拉法模式”难以复制，以色列空

间切割策略长期效果存疑。在拉法地

区，以军通过精确空袭和地面进攻摧

毁哈马斯等武装组织的基础设施和武

器储存地，并将这些组织的活动空间

进行切割和限制。但加沙地带大部分

地区人口稠密，使得任何军事行动或

安全管理策略，都会造成更多民众伤

亡和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拉法模

式”短期内或许有一定成效，但从长期

看，可能激发更多加沙民众的抵抗情

绪和暴力活动。

哈马斯根基难以彻底摧毁。以方

宣称已破坏大约一半的哈马斯隧道网

络，并击毙多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

但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哈马斯展

现出了较强的战略韧性和适应能力。

以军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地区不断加大

打击力度，哈马斯依然能依靠地下设

施和嵌入式网络发动小规模伏击，其

抵抗行动日益呈现出分散化与隐蔽化

的趋势。

人质问题难以靠军事压制解决。

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的关于加沙地

带停火与被扣押人员交换的谈判屡

屡陷入僵局，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哈马斯近日发表声明，指责以方“企

图误导国际舆论，并假装参与谈判进

程”。在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下，以政

府倾向于通过武力压制迫使哈马斯

作出让步。但以方以武促谈的重心，

在“武”而不在“谈”。以军扩大攻势，

目的是“接管整个加沙地带”，实质上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及加沙地带基

础设施的严重损毁。

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强调哈马

斯必须解除武装、领导层流亡并实现

“加沙去军事化”；哈马斯则明确拒绝

解除武装，要求以军撤出加沙，双方

立场大相径庭。在谈判陷入僵局时，

以色列扩大军事行动，不仅令加沙民

众处境更加艰难，也使和平希望愈加

渺茫。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

加沙局势短期内难迎和平曙光
■舒 梦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5月22日电 （记者尹炣）萨那消息：也

门胡塞武装 22 日说，该组织当天凌晨和中午两次对以色列本-

古里安机场发动导弹袭击。以方表示，两次袭击均被拦截。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

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导弹对本-古里安机场进行

两次军事打击，“行动成功达成了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无

人机袭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和海法港的“重要目标”。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 22日电 （记者包诺敏）俄罗斯总统

普京 22 日表示，俄罗斯决定在俄乌边境地区设立安全缓冲区，

俄罗斯军队正在解决这一问题。

普京当天在与政府成员举行的工作会议上说，库尔斯克州

及其他靠近前线的边境地区居民现在需要额外支持。他指示制

定一个全面计划，以尽快恢复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和布良斯克

等遭受乌克兰军队袭击的地区，并提供必要的财政和物质资源。

俄罗斯将在俄乌边境设立缓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