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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修智

第三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
刚刚落下帷幕。来自中国与中东欧 16 个国家
的 400 余名企业、政府及研究机构的代表出
席了此次会议。

中国派出了 42 家企业、17 家高校院所，
约 150 余人的代表团与会，规模空前，其中包
括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世界性大公司。

开幕式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给大会
发来贺信，表达了中方愿同中东欧国家发挥
互补优势，共育、共推、共享创新的愿望。

“这一切，彰显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科
技创新领域里合作的诚意。”中国驻波黑大使
陈波说。

审时度势，双向而行，在利益共享中拥抱
未来，是贯穿此次大会的主旋律。

主办方波黑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戴尼
斯·兹维兹迪奇在开幕式致辞时说，此次大
会，是中东欧国家与中国之间在科学技术领
域里加强合作的一个桥梁。

参加“‘16+1 合作机制’下创新合作的可能
性”主题研讨的黑山科学部部长斯米尔佳娜·
普雷利维奇说，黑山已与中国在科研领域展开
良好的合作，到目前完成了 14项科研项目。

马其顿创新基金主管加万·德斯波托夫
斯基说，在“16+1 合作机制”创建前，在马其
顿，只有政府与公司间的交流，如今，政府、公
司与大学间的联动机制已经开始运转。

中东欧国家求合作、求发展的热情，给与
会的中国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能感受到中东欧国家强烈的发展与
合作愿望。”阿里巴巴东欧业务代表程戟对记
者说，而这与阿里巴巴的国际化战略正好吻
合。今年 4 月，阿里巴巴在波兰的物流中心落
成，可为临近的德国、捷克网购消费者提供服
务。

同样致力于国际化的华为公司，也在本
届大会上找到了共舞者。

大会开幕当天，波黑国家交通和通讯部
与萨拉热窝市，分别与华为签署了关于智慧
城市和安全城市项目的联合声明与备忘录，
旨在利用华为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领域里的领先优势，推动波
黑各个城市向“智慧城市”与“安全城市”转型。

本届大会特意安排了题为“能源巨头：7 号机组——— 为何与怎样
成为近 25 年来的最大投资项目”这一特别环节，就葛洲坝集团公司
与波黑图兹拉市的 7 号机组火电合作项目，邀请中国与波黑的合作
方及政府相关部门，面向媒体与公众答疑解惑。投资金额 8 . 4 亿欧
元的 7 号机组项目已经酝酿 6 年多，今年终于行至议会审批的“临门
一脚”时刻，但最近遇到欧洲某组织无道理的指责。

图兹拉市市长贾斯明·艾马莫维奇特意来到会上，强力为这一项
目发声。“60 万图兹拉人民需要这一项目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解决污
染问题，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他还说，这一项目会严格遵守欧盟关
于排放的要求。

被需要、被礼遇的不仅是大公司。此次参会的中国中小企业及科
研机构，在技术合作、技术转移、技术贸易、人才交流等方面，与多国
企业与科研机构达成初步意向 48 个，签约项目 6 个。

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还共同发布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创新与技
术合作联合宣言》，宣示了彼此加强合作的愿望与决心。

双向而行，利益共享。第三届中国与中东欧创新合作大会，真实
地诠释了这一价值追求。

新华社日内瓦 11 月 10 日电(记者聂晓
阳、施建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9 日一致通过
中国参加第三轮国别人权审议报告。审议期
间，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在促进人权领域所
取得的进步予以充分肯定，对中国选择符合
自身国情和人民需求的发展道路和人权保障
模式表示支持。

此次对中国的国别人权审议于 6 日开
始，这是继 2009 年和 2013 年之后，联合国对
中国人权状况的又一次例行综合审议。审议
期间，150 个国家代表报名发言，其中 120 多
名代表明确对中国表示肯定或支持。审议结
束后，数十个国家代表在现场向中方表示祝
贺和敬意。很多代表在发言中称赞中国在创
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谱写了人权进步
的宏大篇章。

古巴代表在审议发言中对中国的成
就表示钦佩，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以及互
利合作促进人权、反对双重标准等努力表
示支持。巴基斯坦代表在发言中称中国的
发展成就是“了不起的奇迹”，中国以人民
为中心的人权保护理念尤其值得赞赏。南
非代表称赞中国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模
式的全球领导者和多边主义的强大捍卫
者”。俄罗斯代表对中国在保护少数民族
权利等方面的努力表示赞赏。尼泊尔代表
则在发言中称赞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发
展成就。

约旦、老挝、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代表
表示，中国帮助 7 亿多人脱贫，既是中国
减贫促人权的生动故事，也是中国对世界
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中国始终保持民族

团结和国家统一，有关政策举措值得借
鉴；中国依法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
疾人、少数民族等各项权益，确保人人得
享人权，“一个都不能少”的努力值得肯
定。西班牙、匈牙利、希腊等国代表在发言
中也对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
和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取得的积极
进步表示肯定。

朝鲜、斐济等国代表表示，中国道路、
理念和制度的优势日益凸显，拓展了发展
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黎巴嫩等国代
表则表示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在治国理政和
人权保障方面的经验，分享中国发展红利。
尼日利亚等国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希望分享
中国在保护发展权、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
主义等方面经验。

很多国家代表在发言中还指出，任何
国家都不能垄断民主和人权的定义，反对
部分西方国家将自身标准强加于人，支持
中国提出的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尊
重主权独立和完整、摒弃政治化和双重标
准等国际人权合作主张。

苏丹常驻日内瓦代表穆斯塔法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国家
寻求发展的典范，在如何更好地发展国家
以及促进人权方面，中国有很多举措经验
值得学习。巴基斯坦常驻日内瓦代表阿米
尔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为本国人民
谋幸福，尤其使得大量人口摆脱贫困，重新
获得尊严，“这应被视作全球最大的人权成
就之一”。

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中国人权领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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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泽莱妮亚·贝雷茨基街与香蕉河
岸街相交处的萨拉热窝博物馆，在一座三
层小楼的底层，面积小得与名字不大相称，
整个博物馆只有 60 平方米左右。

不过，它却藏有两件稀世展品：两把黑
色的手工制作手枪。

104 年前，正是用这两把手枪中的一
把，当地青年普林西普射杀了奥匈帝国皇
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夫妇。这一暗杀事件
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约 1500 万
人在历时四年的厮杀中殒命。

随着时间流逝，这两把手枪的枪身已
斑驳褪色。然而，人类对于苦难的记忆却清
晰而顽强，与当年刺杀现场近在咫尺的萨
拉热窝博物馆一直是游客与当地人参观的
热点。“夏天是参观旺季，最多时，一天有
500 人。”博物馆馆员介绍说，随着一战结
束 100 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最近来参观的
人数较平时明显多了起来。

11 月 9 日上午 11 点半，五六十名小
学生进入馆里，很快就把展室填得满满当
当。领队老师塞米娜说，在一战结束 100 周
年之际带学生来这里，主要是让孩子们了
解历史，特别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
史，将书本知识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给学生。

不到 30 岁的克拉丽莎·萨瑟兰是伦敦
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这是她第一次随波黑
男友到萨拉热窝。她说，这里是一战导火索
发生地，真正亲临现场，尤其是看到展柜中
的手枪，还是有些震撼，100 多年前的历史

一下子拉近了与现实的距离。
“历史有时会重演，”萨瑟兰有些担心地

说，但她认为人类必须汲取历史教训，“战争
是个坏东西，它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走出博物馆，斜对面是一家点心店。

店主米特哈特讲述起多年前的战争往事，
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萨瑟兰的担心并非空
穴来风。

1992 至 1995 年间，波黑爆发内战，导
致近 20 万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这
场战争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爆发的最惨
烈的战争之一。

米特哈特说，自己的家传点心店已经有
60 多年历史，一直开在泽莱妮亚·贝雷茨基
街上。没想到，和平会在一个早晨消失，美好
而平静的生活会淹没在枪林弹雨中。

米特哈特回忆说，内战期间，点心店
被迫关门，全家只能整日待在地下室里。

不远处的城北山上，不时有枪弹扫射下
来。“战争太糟糕了。”米特哈特叹息道。随
后，他走出店门，伸手指向街道对面小楼
的墙壁，那上面弹孔累累，黑森森地，似乎
在提醒人们，战争的幽灵并未远遁。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祈愿。在博物馆厚
厚的留言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来自世
界各地人们的寄语，其中最多的，是祈愿
人类告别战争，永享和平。

萨拉热窝的祈愿是所有爱好和平的
人们的心声。 (记者张修智)

据新华社萨拉热窝 11 月 9 日电

一战结束百年，探访导火索发生地

比利时举办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
据新华社比利时布鲁日 11 月 9 日电

(记者潘革平、郑江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 1 0 0 周年之际，“铭记历史 珍爱和
平——— 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9 日在比利时
布鲁日开幕，以纪念中国劳工在一战西线战
场以及战后重建过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

此次展出约 200 幅照片，涉及华工征
募、赴欧之旅、工作管理、生活消遣、贡献牺
牲、战后遣留、后世祭奠等内容。

出席开幕式的比利时西弗兰德省议员
克里斯托弗·德雅盖说，一战华工们为欧洲

的自由和重建作出了贡献，他们是从战争
通往和平的桥梁。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公
使衔参赞张弛在致辞中说，中比双方共同
举办一战华工史料图片展，为的是让两国
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这段共同记忆，
珍惜和平，将中比友好一直延续下去。

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在山东、河北等地
招募中国劳工赴欧洲西线战场。据不完全
统计，牺牲和下落不明的华工接近 2 万人。

如今，在法国、比利时等地仍散落或集中分
布着华工的坟茔。

▲这是 11 月 6 日在法国滨海努瓦耶勒拍摄的诺莱特华工墓园，共有 884 名遇难华工
在此长眠。一战期间，14 万华工远赴欧洲战场，他们在残酷的战场上从事武器搬运、枪弹
制造、工事修筑、战场清理等艰苦繁重的工作。 新华社记者陈益宸摄

▲ 扫 描 二 维
码，阅读新华
每日电讯深度
报道《走近一
战华工后裔，
追寻 14 万华
工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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