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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线上研讨会
近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
坤明在北京主会场作视频致辞。

黄坤明指出，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
共同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路径，分享全
球减贫的实践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主席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带领中国人民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今
年，中国将在现行标准下消除绝对贫困，提前实
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
国经验表明，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
权，减贫事业是崇高追求、更是务实行动，必须
立足自身国情，全社会共同参与，以国际合作应
对全球性问题。

黄坤明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全
球减贫事业现实而紧迫的挑战。中国愿与世界
各国一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大国际
抗疫合作力度，捍卫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共同打
赢全球抗疫阻击战。要以开启“行动十年”计划
为契机，聚焦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挑战，将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与本国发展战略深入对

接，最大程度凝聚减贫合力，建设远离贫困、
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

此次研讨会由中央广电总台 CGTN 智
库主办，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政要、
国际组织负责人、智库代表等约 1 4 0 人
与会。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董雪、马
卓言）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线
上研讨会近日举行，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 140 位前政要、国际组织和智库代表，结合
中国和全球减贫实践经验，就推进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路径展开讨论。

与会中外人士认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危机，成
为全球减贫事业最现实、最紧迫的挑战。人
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面对疫情等全球性挑
战，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坚持多边主义，加大国际合作力度，共同捍
卫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守护人类生命健康；
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国际组织在减贫事
业中的作用，加大民生领域投入，深化减贫

领域国际合作，共创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中国非凡
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流行、不确定性增多的背景下，世界需要
为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付出更大努力，
相信人类能够成功消除贫困，打造更可持续、
更加繁荣和谐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
作用不可或缺。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面对这次
疫情，世界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在制定政
策时更多考虑老人、儿童和非正式领域工作
者等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弱势群体的需求。
国际社会也应采取广泛的多边合作，帮助发
展中国家有足够的资源保障自身经济社会
发展。

比利时前首相伊夫·莱特姆表示，全球性
的挑战需要全球性的答案。1945 年以来，人
类在脱贫等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就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联合国系统的存在。“未来我们必须继
续努力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马科斯·特罗
约表示，在联合国诞生以来的四分之三个世
纪里，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贫困也
得到了缓解。新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出现，
有助于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
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表示，从中国减
贫经验看，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和一个积极
推进国家发展的政体是中国发展的秘密，也
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只要各国找准自身“比
较优势”，都可以找到消除贫困的有效手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
萨克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破坏世界经
济，对贫困人口造成沉重打击。领导力的缺失
尤其是领导力在美国的缺失让情况更加复
杂。“现在不是打贸易战的时候，也不是反对
多边体系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将抗击疫情列
为首要任务。”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代表格罗布勒表
示，在非洲的发展中，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非洲赞赏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从中国
学习到了很多。”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中国减贫经验”线上研讨会举行
黄坤明作视频致辞

（上接 1 版）新华村驻村第一书记朱生洪说，像老范家
这样的贫困家庭，村里原有 35 户 124 人，现在政府促进转
移就业，帮助 20 多人找到工作，安排 20 多人当上护林员。
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也有低保兜底。

“现在没啥担心的了，就想把两个娃娃供出来。”老范
说，俩儿子现在在西安、武汉上大学。大儿子想考研，考虑到
家里条件，又想放弃。

“我跟他说，现在有活儿干了，再不用借钱供你们读书
了，你尽管去读吧。”老范一咧嘴，露出一口白牙。

（二）

记者走进格尔木东郊的红柳村，脚下是宽阔整洁的道
路，眼前是整齐划一的民房。走进一户干干净净的小院，听
到有人进来，户主李秀山摇着轮椅迎了出来。

她略施粉黛、戴着美瞳，请记者在客厅落座，转身进里
屋关掉了摄像头。

“大姐，你在直播？”记者问。
“嗯，在快手上卖货呢。”李秀山腼腆一笑，指了指堆在

沙发角落的针织鞋，“我一个月编十来双鞋，一双鞋卖 100
多元，平日吃穿是够了。”

2007 年，30 岁出头的李秀山在建筑工地打工时，被搅
拌机砸中脊椎，从此残疾，离不开轮椅。

她没想到，生活的转机来自搬家。2013 年，她搬到了拆
迁移民新村红柳村。“乡亲都是从周边迁来的，本来不熟，他
们却像家人一样轮流上门帮我。”她红了眼眶。

村里合作社搞当地少见的大棚种植，李秀山借钱入了
合作社股份。合作社还为村民办技能培训班，她学会了
编织。

日子越来越好的不只是李秀山家。“刚建村时，红柳村
也缺少耕地，水电不通，村民都进城打工。”村党支部书记李
国善说，他们到外地取经，办合作社发展畜牧业、设施农业
等，几年时间，红柳村就在这片戈壁滩上“扎下了根，开出了
花”。

2019 年，村合作社利润达 100 万元，带动 200 多名村
民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 1.7 万元。

在李秀山家阳台上，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她说，刚搬来
时，她开着三轮车去市里做小生意，风吹日晒，黑色的座椅
被磨得微微泛白。

现在，李秀山偶尔会开着三轮车出去转转，“这辆车现
在成了我的‘观光车’。”李秀山手里没停，上下忙碌的手指
间，一只精致的凉鞋已有了雏形。

（三）

早上 7 点，位于格尔木市南郊的长江源村，咔瓦嘎蕃藏
餐厅开门了。老板娘邓玛倚在店门口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昨
晚 12 点她才关店回家。

邓玛今年刚满 30 岁，圆圆的脸上总挂着笑。她跟丈夫
李新财结婚 9 年，有一个可爱的 8 岁女儿本措吉。

邓玛曾经生活在 400 多公里外的唐古拉山镇，那里
海拔约 4700 米，靠近长江源头沱沱河。2004 年，唐古拉
山镇 128 户 407 名牧民群众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
策，移民搬迁到格尔木市南郊，2006 年 8 月，长江源村
成立。

“我没上过学，以前在山上只会放牧。搬下来头几年就
是靠草场补贴，在家里闲着。”邓玛说。天有不测风云。
2017 年，身体乏力的李新财，被诊断为真性红细胞增多
症。“这个怪病难治，我们到处看病，格尔木、西宁、成都、
北京，跑遍了大医院，花光了积蓄，还借了钱。”邓玛说着
垂下了眼睛。

邓玛夫妻俩一合计，不能再闲着了。2018 年，他们投资
2 万元开了这家 60 平方米的藏餐馆。饭店开业后，日子变
得忙碌起来，邓玛既是老板娘也是餐厅主厨，丈夫负责
采购。

“去年，餐馆每天能赚一两千元。”她说，这样每天有事
干的生活很充实。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家有了稳定的收入。

如今，丈夫病情也在好转，用的进口药也进了医保，每
月自己只掏 1000 多元。“幸亏搬下来后，村里人都有了医
保，不然每月光药费就要 8000 多元。”

“女儿放暑假，我们带她回了山上，帮姥爷剪剪羊毛。”
夏天时节，邓玛夫妇会带孩子回长江源沱沱河，探亲访友、
重温草原生活。目前唐古拉山镇还居住着 500 多人，依然以
放牧为生，也全部脱贫。

（四）

这是我们在格尔木采访的三个人。
他们的经历是如此平常，就像成千上万因生病、因变

故、因条件恶劣等原因，生活陷入困顿的人们。
但他们又如此不平常。他们生逢其时，在“小康路上，一

个都不能掉队”的时代，他们被政府关注、被乡亲帮扶。更难
能可贵的是，他们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用坚韧面对困难，
在谷底也要生长，如同他们身处的这片盆地，荒漠戈壁却孕
育出丰饶宝藏。 新华社西宁 9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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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 6 日电（记者陈炜
伟、王雨萧）商务部副
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王受文近日表
示，欢迎美国企业继
续加大在华投资，共
享中国发展红利。

记者从商务部了
解到，9 月 15 日，王
受文与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部分董事会成
员举行在线座谈会，
双方就中美经贸关
系、中国营商环境、扩
大开放及美国企业提
出的经贸关注深入交
流。美中贸委会会长
艾伦及 15 家美国企
业总部负责人参会。

王受文指出，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的困难和中美经贸关
系复杂局面，中方本着
诚意，认真落实中美第
一阶段经贸协议，努力
为两国企业开展务实
合作营造良好环境。中
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涉
台、涉疆等问题上的错
误做法。美方应与中方
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
美关系大局。

王受文表示，中
方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决心不会动摇，
今年以来，已采取一
系列实际行动。中国
供应链稳定、韧性强，

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我们欢迎美
国企业继续加大在华投资，共享中国发展
红利。

据商务部介绍，与会美国企业代表祝贺
中方在抗击疫情、率先实现复工复产方面取
得的巨大成绩，赞赏中方认真落实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看好中国市场增长潜力，愿继续在
华深耕发展。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为两国
企业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刘红霞、
安蓓）针对“外资撤离论”，国家发展改革委新
闻发言人孟玮 16 日援引两份主要外国商会
的最新报告说，外资企业长期在华投资经营
的信心并没有改变。

孟玮在当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9 月 9 日，上海美国商会发布报告称，大
部分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78.6% 的受访
企业表示不会转移在华投资，较去年提升 5.1
个百分点；9 月 10 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

告称，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情况总体稳定，只有
11% 的受访企业考虑外迁或改变投资计划，
接近 10 年来最低水平。

“这些数据都进一步显示，外资企业长期
在华投资经营的信心并没有改变。”她说。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今年全球跨境直接
投资大幅下降。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利用外资形势逐步回稳。商
务部数据显示，1 至 8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6197.8 亿元，同比增长 2.6%；8 月当月，我国

实际使用外资 841.3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孟玮表示，近年来，受要素成本上升等影

响，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部分企业在全球范
围内调整生产布局。“应该讲这一现象属于正
常的市场行为。”

她说，我国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稳定
外商在华长期发展信心，重点抓好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实施、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外商投资项目服务保障、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等方面工作。

外资加快撤华？

外国商会最新报告可不这么看

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强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 9 月 15 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沃尔
坎·博兹克尔（讲台左和屏幕上）主持召开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第 75 届联大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强调，在
面临诸多威胁与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国际社会更应坚定
捍卫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树立对联合国的信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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