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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世界迎来首个文明对话

国际日。连日来，国际社会举办丰富多

彩的庆祝活动，以此为契机促进全球文

明交流互鉴，在文明对话中携手应对时

代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

推动发展与进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

中说，值此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之际，国

际社会应弘扬对话是通往和平的途径这

一信念，以及文明的丰富多样性对于促进

相互理解和全球团结的力量。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加强国

际团结合作”为主题的对话会吸引多国代

表积极参与；在丹麦，“对话·知音”讲座音

乐会以音乐为纽带，诠释“美美与共”的共

同价值；在泰国，“和合文明论坛”旨在通

过多元文明的深度对话与思想碰撞，凝聚

起应对时代挑战的广泛共识；在毛里求

斯，“茶和天下·文明对话雅集”活动展现

茶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理解和互鉴方

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希腊，中外专家学

者围绕“古文明对话促进全球进步”主题

展开深入讨论……正如联合国在其设立

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专题网页上所写道：文

明对话国际日提供了一个契机，提升人们

对文明多样性价值的认识，促进对话、相

互尊重和全球团结，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

谐、相互联结的世界。

放眼全球，世界经济复苏道阻且长、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气候变化加剧等

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文明冲突的论调

甚嚣尘上。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

文明该何去何从？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带

来的巨大冲击，文明的价值空前凸显，文

明的互动至关重要，文明的对话正当其

时。202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着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增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凝聚国际社会

合作共识、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得到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联大关

于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充分体现

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14个国家参

加决议核心小组，83个国家参加联署，并

得到全体会员国一致支持。这充分表明

全球文明倡议顺应时代潮流、契合时代

需求，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正越来越多

地成为国际共识。

中国是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倡议者，

更是文明互学互鉴理念的践行者。举办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

“良渚论坛”，为不同文明搭建交流对话

平台；不断扩大免签“朋友圈”，促进中外

人员在交流往来中领略不同文明的魅

力；举办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

节，建设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中匈文明交

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中国古典文明研

究院，架起交流互鉴、相知相近的桥梁；

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

拉宣布携手启动文明工程，举办中拉文

明对话大会，加强在联合考古、古迹保护

等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开展古代文

明研究；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非

宣布开展携手推进现代化的文明互鉴伙

伴行动，打造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设

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从双边到多

边、从区域到全球，新时代中国致力于推

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重视文明传承和

创新，增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倡导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断拓展国际人文交

流合作的深度广度，彰显“为人类谋进

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

中国以博大的人文情怀观照人类

命运，以和合共生的愿景凝聚发展合

力，以兼容并蓄的胸襟超越隔阂冲突，

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大同

世界持续贡献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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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平等

对话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

国强调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和存

在合理性，应该相互尊重、互学互鉴，这

一理念契合了当今国际社会推动多元

共存、包容发展的普遍共识”。

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多元文

明共生并进的历史。在全球化深入发展、

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面对层出不穷

的全球性挑战，面对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共同追求，我们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精神

加强文明对话，方能在交流互鉴中融合不

同文明的优点和智慧，促进各国优秀传统

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

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新华社北京 6月 10 日电 记者

谢彬彬）

让文明对话照亮携手前行之路

“朋友们，这边走。”洋溢着朝气的招

呼声中，10 名来自美国新泽西州格伦罗

克高中的师生，跟随“新朋友”北京中学

高一学生沈思桐逛起了故宫。

循中轴线，经内金水桥，穿过太和门，

至前三殿、后三宫、御花园。流连于朱墙

黄瓦、雕梁画栋之间，来自大洋彼岸的客

人们惊叹于故宫建筑群的宏伟壮观。

“ 这 里 就 是 故 宫 主 要 建 筑 之 一 的

太和殿，看它屋顶上，两边各有 10 个脊

兽 ……”从 小 就 在 故 宫 等 地 志 愿 讲 解

的 沈 思 桐 ，讲 起 紫 禁 城 的 规 划 设 计 和

建筑样式等如数家珍。她熟练的英文

讲 解 令 美 国 师 生 频 频 点 头 ，悠 久 的 中

国历史文化对于大多首度来华的师生

们来说也不再陌生遥远。

“思桐绝对是一位出色的向导。”一

路上，美方带队教师唐娜·马萨拉尼听得

格外认真，也对“小导游”的表现赞不绝

口，“当我们对宫殿旁边的大缸产生好奇

时，思桐立刻介绍这些缸是用来储水、防

火的，学生们说她简直是一本活生生的

‘故宫指南’。”

领略长城、故宫、天坛的古典之美，

品味鸟巢、水立方、798 艺术区的现代气

息……为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5 年 5 万”倡议，5 月 31 日至 6 月 9 日，全

国青联、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邀请格伦

罗克高中的学生来到北京，与北京中学

的青少年朋友们结对开展“未来之桥”中

美青少年志愿服务交流活动。

走进天坛公园了解“志愿中轴”主题

志愿服务项目，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

育学院向“吾声有声”手语推广志愿服务

项目成员学习中国手语，来到三里屯国

际志愿服务小屋聆听外籍志愿者的暖心

故事……美国学生在中国伙伴陪同下近

距离感知志愿服务在北京、在中国的蓬

勃发展，也交流起各自的志愿服务经历。

此次来华的美国学生，许多都是志

愿服务的积极参与者：米格尔·阿塞罗会

为社区里的小朋友免费上游泳课，教他

们踢足球；玛蒂尔达·戴夫常去图书馆和

养老院做志愿者；章日辉每周都会在华

人社区协助老师开设语言课程……

另一位美方带队教师肖恩·罗恩介

绍，志愿服务工作是格伦罗克高中学生学

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学生都积极

为当地社区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这让他

们能够获得学校课程之外的社会体验。”

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成长

于不同国家，中美青少年对志愿服务的

热忱是相同的——

“有些人做志愿服务可能是为了装

饰简历，但对于我来说志愿服务就是为

了 帮 助 他 人 ，这 让 我 自 己 也 能 获 得 成

长。”玛蒂尔达说。沈思桐也说，自己在

志愿讲解的过程中收获了许多，会继续

坚持做下去。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这趟志愿

服务与文化体验的融合之旅中，两国青

少年慢慢加深相互了解，也收获了友谊。

故宫之行前，美国师生一行在北京

中学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两天时间

里，格伦罗克的学生们和北京中学的伙

伴们共同体验了舞蹈课、陶艺课、物理

课、体育课、音乐课等各式各样的趣味课

程，中美青少年的友谊在课堂互相协作

中逐步升温。

陶艺课上，华裔女孩冯艺自告奋勇

当起了随堂翻译，将老师讲解的绘制青

花瓷图案的注意事项悉数传递给她的同

学们；物理课上，鲁比·普雷斯蒂贾科莫

和她的中国伙伴共同用木棍搭建起坚固

的建筑模型，挂上三个砝码都“屹立不

倒”；传统文化体验课上，布丽奇特·芬恩

在同伴帮助下，用毛笔写下北京中学“和

而不同 乐在其中”的校风。

互帮互助、相知相亲，一如中美青少

年在志愿服务中释放的爱心一样，这些

善意友好的涓涓细流，跨越宽广的太平

洋，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在北京中学参访行程即将结束时，

中美学生互赠礼物和明信片。北京中学

学生黄梓勋赠给玛蒂尔达一面带有中国

传统纹饰的粉色镜子，自己则收获了带

有格伦罗克高中标志的纪念品。

今秋，黄梓勋将前往格伦罗克高中

访问交流。在临别相赠的明信片上，玛

蒂尔达写道：“你是最好的伙伴！我等不

及要和你一起在秋天留下更多回忆！”

（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 记 者

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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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 ，

随 着 由 山 东 青

岛 开 往 莫 斯 科

的 75052 次中欧

班 列 从 青 岛 胶

州站开出，中欧

班 列 累 计 开 行

突破 11 万列，货

值 超 4500 亿 美

元 。 图 为 当 日

拍摄的 75052 次

中欧班列。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10日电 （记者

刘恺）俄罗斯国防部 10 日通报说，自 9 日

深夜至 10日凌晨，俄防空部队在俄各地上

空共拦截和摧毁102架乌克兰无人机。

据俄联邦航空运输署消息，因无人

机袭击威胁，喀山、伊热夫斯克、基洛夫、

下卡姆斯克、莫斯科等城市的机场一度

对进出港航班实施临时限制。截至目

前，这些城市的航空限制已经解除。

俄国防部 9 日还通报说，俄武装力

量中央集团军继续推进，扩大了俄军在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控制面积。

俄 国 防 部 称 击 落
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据新华社德黑兰6月9日电 （记者

陈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9 日发

表声明说，若伊朗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

的秘密核设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已构建相应

的作战能力，使伊朗能在以方袭击伊朗

核设施时立即打击以方秘密核设施，或

就以方对伊朗经济、军事基础设施的任

何侵犯实施“精准对等反制”。

伊朗称若遭以色列袭击
将打击以秘密核设施

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 6 月 9 日至

13 日 在 法 国 南 部 海 滨 城 市 尼 斯 举 行 。

尼斯市长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日前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法中两国都

坚持多边主义，与中国携手应对挑战，对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至关重要。

据法国外交部数据，百余国政府派代

表出席本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埃斯特罗西

说，这一规模大于前两届，他期待本届大会

能为全球海洋治理找到新方案，并希望本

届大会能取得堪比《巴黎协定》的进展。

今年 3 月，在尼斯第三届联合国海

洋大会前夕以及《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

之际，中法两国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

联合声明，其中承诺在多边框架内为当

今时代重大挑战提供合适的应对方案。

埃斯特罗西说，当前多边主义面临

挑战，法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只

有多边主义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

平面上升等全球挑战。中国是一个大

国，与中国携手对于找到解决方案至关

重要。”埃斯特罗西举例说，他了解到在

尼斯天文台就有中国科学家与法国同行

一起，观测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

“我期待法中两国继续开展合作。”

埃斯特罗西说。

埃斯特罗西从政多年，在法国地方

任职和出任政府部长期间多次访华。

谈起杭州这座尼斯在中国的姐妹城

市，他说：“这是一座生态之城，在杭州的

见闻对我治理尼斯有启发。”

本届联合国海洋大会由法国和哥斯

达黎加共同主办，大会以落实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 14（SDG14）为指引，总主

题是“加快行动，动员所有行动者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海洋”。

（新华社法国尼斯 6月 9 日电 记

者乔本孝、孙鑫晶）

与中国携手合作对全球海洋治理至关重要
—访法国尼斯市长埃斯特罗西

新华社联合国 6月 9日电 中国常

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 9 日在安理会中部

非洲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

帮助地区国家遏制安全威胁、应对人道

主义挑战。

孙磊说，中非地区安全挑战依然突

出，乍得湖盆地暴力事件不降反增，地区

恐怖主义袭击呈上升趋势，苏丹和刚果

（金）东部局势外溢影响进一步显现，给

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不确定性。国际社会

要帮助地区国家增强自主反恐能力，在

资金投入、情报共享、能力建设等领域加

大支持，筑牢安全防线。

孙磊说，受武装冲突、极端天气等

因素影响，地区人道主义形势加剧，难

民 和 流 离 失 所 者 数 量 不 断 攀 升 ，人 道

主义资金面临巨大缺口。传统捐助方

应 加 大 而 非 减 少 援 助 ，帮 助 地 区 国 家

渡过难关。中非地区部分国家仍面临

赤字、债务和通胀居高不下问题，发展

挑战依然突出。国际社会应加大对地

区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支持，在

增 加 就 业 、消 除 贫 困 等 方 面 提 供 更 多

帮 扶 ，支 持 地 区 国 家 探 索 符 合 自 身 国

情 的 发 展 道 路 ，实 现 经 济 复 苏 和 稳 定

增长。

中方敦促国际社会帮助中部非洲国家遏制安全威胁

新华社联合国 6月 9日电 （记者

杨士龙、徐兴堂）为庆祝文明对话国际

日，“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对话系列活动

9 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

当天下午首先举行的是由中国、埃

及、秘鲁、西班牙、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及联合国文明联盟共

同主办的“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

对话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

王 毅 通 过 视 频 致 辞 表 示 ，文 明 对 话

是 和 平 的 纽 带 、发 展 的 动 力 、友 谊 的

桥 梁 。 中 方 主 张 做 文 明 平 等 的 捍 卫

者 、文 明 交 流 的 践 行 者 、文 明 进 步 的

促进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致

辞中表示，对话对于建立理解和信任至

关重要，文明对话国际日呼吁我们采取

行动、倾听、畅谈、建立联系。

第 79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菲勒蒙·

扬在视频致辞中呼吁重申联合国宪章

原则，促进宽容、对话和包容，为所有人

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文明联盟

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在致辞中赞扬中

方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感谢中国为促

进文明对话发挥的领导作用和做出的

坚定承诺，并表示要确保对话始终是多

边主义的核心。

对话会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

聪主持，联合国官员、各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专家学者等 200 余人与会。各国

嘉宾围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强国

际团结合作”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随后，由“《文明宣言》——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美好画卷 I”“太阳之光——古

蜀文明与世界”“文明互鉴·世界愿景”图

形印展三部分组成的“文明交流互鉴”系

列展览也在联合国总部开幕。

当晚，“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

文艺演出在联合国大会厅举行。来自

十几个国家的演员同台表演器乐、街

舞、武术、舞蹈、合唱等节目，奉献了一

场中外合璧的艺术盛宴。

2024 年 6 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

中国提出的决议，把每年 6 月 10 日定为

文明对话国际日。

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已于 6 月 5 日分

别 举 办 庆 祝 文 明 对 话 国 际 日 系 列 活

动。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泰国

曼谷、荷兰海牙等联合国驻地也将于

文明对话国际日期间举办精彩纷呈的

主题活动。

联合国举办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

近日，日本自卫队年度“富士综合

火力演习”拉开帷幕。此次演习展出

多款新型装备，其中，改进型 12 式岸

舰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攻击性

武器尤受关注。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

的计划，未来这两型导弹将优先部署

在九州地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加

紧部署攻击性武器，突破了“专守防

卫”原则，标志着自卫队正加快谋求

“先发打击”能力，将进一步冲击亚太

地区稳定。

从此次演习展示的装备看，改进

型 12 式导弹不仅射程由原始型号的

200公里提升至 1000公里，更通过防区

外打击能力实现了对陆基目标的覆

盖。首次亮相的高超音速导弹更是被

明确定位为“对敌基地先发制人打击

的利器”，其最大射程约 900公里，未来

升级型号射程可达 3000公里。

日本欲将两型导弹选定在九州地

区优先部署，其背后有深层考量。九

州地区本就部署有原始型号 12 式导

弹 ，因 而 可 以 加 快 改 进 型 的 部 署 进

度，提高综合作战效能。就战略目标

而言，这两型导弹的射程在 900 公里

至 1000 公里，部署至九州地区后，能

对周边多个地区构成实质威慑。此

外，日本选择在九州地区部署，某种

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开冲绳等前沿敏

感地带，降低国际社会对日本军事扩

张的批评声浪。日本这种做法实质

上是在以地理空间换取舆论上的弹性

解释空间，为军事扩张行动做“面子”

上的粉饰。

相 关 人 士 表 示 ，改 进 型 12 式 导

弹 只 能 进 行 亚 音 速 飞 行 ，从 发 射 到

命 中 目 标 耗 时 较 长 ，易 被 现 代 防 空

系统拦截。这意味着日本所谓的“反

击能力”存在明显战术漏洞，而部署

本身却会刺激对手优先发展“首轮摧

毁”能力，反而让日本战略腾挪的空

间 变 得 更 为 狭 窄 。 事 实 上 ，比 起 防

卫 能 力 的 增 强 ，日 本 更 看 重 借 打 造

所谓“反击能力”之名，实现向“先发

打击”的跨越。近年来，从大肆向美

国 购 买 战 斧 巡 航 导 弹 ，到 在 美 国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发 展 高 超 音 速 武 器 ，再

到改造“宙斯盾”驱逐舰以适配战斧

巡航导弹……日本加快研制、引进、

部署各种远程打击武器的企图昭然

若揭。改进型 12 式导弹和高超音速

导 弹 计 划 于 2026 年 投 入 使 用 ，部 署

到 位 后 将 形 成“ 亚 音 速 、超 音 速 搭

配”的打击组合，使日本自卫队远程

打击能力大幅提升。

日本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谋

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突破了

和平宪法关于自卫队不得拥有攻击

性武器的限制。倘若放任这种“以邻

为壑”的对抗逻辑蔓延，最终影响的

将是整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前景。历

史殷鉴不远，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

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

难。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日方应

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

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的事，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

国际社会。

日本推动部署攻击性武器冲击地区稳定
■语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