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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
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相似的历史
遭遇、共同的历史使命让中国与非洲紧
紧相连。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就任国
家主席后不久就出访非洲。在那次出访
中，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首次提出真实
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郑重
宣告中非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
友好的新时代篇章由此起笔。
　　十年来，在双方元首引领和顶层设
计下，中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
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平台上不断深化合
作，成果涵盖经贸、基建、民生等多个领
域，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
深走实，持续造福双方民众。

真实亲诚锚航向

　　“哈巴里！哈巴里！”2013 年 3 月 25
日，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大
会议厅，习近平主席以这句意为“大家
好”的斯瓦希里语开场，发表题为《永远
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全面阐
述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政
策主张。习近平主席说：对待非洲朋友，
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
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
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
个“诚”字。30 分钟的演讲，会议中心内
响起 30 次掌声。
　　“真、实、亲、诚”四个字，高度凝练又

意涵丰厚，既精准概括了中国对非政
策理念，也生动体现了中非交往的历
史智慧和新中国外交传统的价值追
寻，为新时代中非合作指明前进方向、
提供根本遵循。
　　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四次访非，
出席并主持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
堡峰会、北京峰会，出席中非合作论
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倡议举办中非团结抗疫特
别峰会……在中非友好的辽阔图景
上，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亲力亲为，
一次次为中非关系发展标注新的历史
坐标，书写了一段段元首外交的佳话。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
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述新形
势下中非合作理念，年逾九旬的时任
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津巴布韦总统穆
加贝激动地说：“过去殖民者给非洲带
来灾难，现在中国给非洲带来了新生。
如果当年的殖民者有耳朵，请他们也
听听习主席的这篇讲话！”
　　 2018 年访问“千丘之国”卢旺达
时，习近平主席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
会谈时讲了一段暖心的话：“今天早上
我从酒店坐车到总统府，虽然路途短
暂，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基加利街道干
净整洁，欢迎人群热情有礼，这充分说
明总统先生的治理水平。鞋子合不合
脚，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卡加梅感
慨道：“中国是世界大国，习近平主席
是世界级领袖，但对卢旺达这样历史
上遭受深重灾难的小国仍平等相待，
大力支援卢旺达发展建设。这在全球
事务中是革命性的，比金钱更宝贵。”
　　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到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从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五大支
柱”“十大合作计划”到对非合作“八大
行动”再到对非合作“九项工程”，中非
合作蓝图一次次升级完善，行动计划
更具针对性、普惠性、完整性。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十年来，
中非关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
就，真实亲诚理念也已成为指导中国
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基本政策理
念。新时代中国把非洲自主可持续发
展同中国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给
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非盟
委员会主席法基说，在非洲争取民族
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同非洲站
在一起；在非洲加快发展振兴、更多参
与国际事务的努力中，中国同非洲站
在一起。

全面合作结硕果

　　 3 月初，今年首批进口的肯尼亚
鲜食牛油果运抵上海，即日就进入市
场、直达餐桌。坦桑尼亚的芝麻、塞内
加尔的花生、南非的鲜梨……近年来
越来越多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受到中国消费者喜爱。非洲农产品输
华“绿色通道”等举措落地见效，中非
农业贸易正跨越山海，实现快速增长。
　　 1 月底，中企承建的尼日利亚莱
基深水港举行开港运营仪式。这是西
非第一大深水港，预计将创造近 3600
亿美元的总体经济效益和 17 万个工
作岗位，为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打开新
局面。
　　一幅笔触细腻的“一带一路”工笔

画正在非洲这片“希望的大陆”上徐
徐展开。“我们要用好共建‘一带一
路’带来的重大机遇，把‘一带一路’
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 年议
程》、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
接，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发掘新的合
作潜力。”习近平主席说。
　　如今，几乎所有中非合作论坛
非方成员都加入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大家庭，一幅幅合作“规划图”
已逐步变成“实景图”。
　　在非洲之角，蒙内铁路和亚吉
铁路延绵千里，构筑起地区发展的

“两轴”；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乡
村打井工程解决了该国七分之一人
口的吃水用水问题；在南非，德阿尔
风电项目年发电量超过 7.5 亿千瓦
时，相当于节约了 20 多万吨标准
煤，减排二氧化碳 70 余万吨；在北
非阿尔及利亚，面额 500 第纳尔纸
币上的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由
中国研制和发射，其信号可以覆盖
该国全境，为偏远地区民众提供通
信服务……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中
非双方合作共赢的故事比比皆是。
　　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习近平主
席说：“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
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方在
非洲参与修建了超过 6000 公里的
铁路、6000 公里的公路、近 20 个
港口、80 多个大型电力设施；中国
已连续 13 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
伴国地位，2022 年中非双边贸易
额达到 28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 ……亮眼“成绩单”不仅带动
了非洲发展振兴，也为国际对非合
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看
来，非洲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
议等开展了广泛合作，“非中务实合
作展现蓬勃生机与活力”，“中国式
现代化的新图景，为包括非洲国家
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有
益借鉴和发展机遇”。

携手前行创未来

　　今年 3 月的一天，在中非共和
国首都班吉友谊医院，患者本杰
明·阿尼克巴拉正在接受中国医生
徐言复查。数月治疗后，阿尼克巴
拉左腿的溃疡伤口面积已大为缩
小，“中国医生的帮助让我看到了
希望”。这是徐言和医疗队同事的
日常，也是中非友谊历久弥坚的现
实写照。
　　如今，中国医疗队驻守在 40
多个非洲国家，中国援非医疗队员
白衣执甲、久久为功，在同埃博拉、
新冠肺炎等疾病的抗争中守护生
命，为护卫非洲民众健康福祉贡献
中国力量，赢得非洲各界广泛赞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非
守望相助，共同发出团结合作、共克
时艰的时代强音。在中国抗疫的艰
难时刻，2020 年 2 月非盟部长理
事会发表公报支持中国抗疫努力，
是全球首个重要地区组织和整个洲
域公开给予中国声援。非洲疫情发

生后，中国第一时间驰援非洲，开展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广、实施
难度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2020 年 6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
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
主旨讲话，宣布“中方将提前于年内开
工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新冠疫苗
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愿率先惠及
非洲国家”，引领国际对非抗疫合作，
再次彰显中国对非合作真实亲诚的
底色。
　　今年 1 月，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
目竣工。非盟委员会副主席莫妮克·恩
桑扎巴甘瓦说，非中医疗合作成就斐
然，是中国言出必行“生动而鲜明的例
证”。
　　携手前行的生动例证涌现在中
非合作各个领域：从印度洋岛国马达
加斯加到西临大西洋的塞内加尔，中
国农业专家和非洲兄弟在田间地头
共同劳作，分享减贫经验；在吉布提、
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一所所鲁班工
坊为非洲职业教育增添助力……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
德希尔说，中国和非洲人口相加，约占
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非中密切合
作，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对于
促进全人类福祉都至关重要。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在中非领导人共同引领下，
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必将迈
向新高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促进全人类共同福祉作出新的
贡献。

 （记者张曼、金正）
新华社北京 3月 29日电

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之路上携手同行
——— 写在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十周年之际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记者尚昊、刘欢）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 29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国
家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统一
之后，台湾同胞将享受到实实在在
的好处。
　　在回答相关提问时，朱凤莲
说，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
大陆的社会制度。在确保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台湾
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
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
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
分保障。

　　统一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化、制度化更加完善，以大陆市场
为广阔腹地，台湾经济发展空间更
大，竞争力更强，产业链供应链更
加稳定通畅，创新活力更加生机勃
勃。长期困扰台湾发展和民生改善
的众多难题，特别是缺水、缺电等
民生问题，可以在两岸融合发展、
应通尽通中得到解决。台湾财政收
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多为老百姓
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统一后，台湾的文化创造力将
得到充分发扬，两岸同胞共同传承
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交流互
鉴、化育后人，台湾地域文化在中

华文化根脉的滋养中更加枝繁叶茂。
　　统一后，台湾同胞的国际发展空
间将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
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共享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耀。
　　朱凤莲表示，希望越来越多台湾
同胞清楚认识到，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和平
统一前景就能得到维护；背离一个中
国原则，两岸关系就会紧张动荡，台
湾同胞切身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为了
民族大义、民族前途和自身利益福
祉，两岸同胞当团结一心，积极参与
到 推 进 祖 国 和 平 统 一 的 正 义 事 业
中来。

国 台 办 ：统 一 之 后 台 湾 同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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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 念 馆 凭 吊  吁“ 历 史 绝 不 可 遗 忘 ”

　　新华社南京 3 月 29 日电（记
者陈键兴、王承昊、陆华东）临近清
明寄哀思，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
九一行 29 日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深切悼念
遇难同胞。马英九受访时表示，历
史绝不可遗忘，我们所有中国人都
应自立自强，才不会被人欺凌、任
人宰割。
　　上午 9 时 30 分许，马英九一
行抵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来到“古城的灾难”大
型雕塑前，手持鲜花，集体肃立。
　　“300000 ”的醒目大字，铭刻

着全体中华儿女无比沉痛的一段
集体记忆。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
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了南京大
屠杀惨案。死于惨案人数多达 30
万，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
审 判 日 本 战 犯 军 事 法 庭 的 最 终
宣判。
　　进入这座建于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地及遇难
同胞丛葬地的遗址型纪念馆，马英
九一行一路神情凝重，面对“古城
的灾难”雕塑，献上花篮，集体默
哀，凭吊遇难同胞。
　　随后，马英九一行走进展厅，

参观《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了解南京
沦陷前的形势、日军进犯南京与南京
保卫战、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人道主
义救援、大屠杀后的南京、战后调查
与审判等方面的情况。
　　“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书籍、
照片，我看了一些，但从来没有一次
像今天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兽般行为，中国
人是最大受害者。”马英九受访时表
示，身为中国人，不管在海峡哪一边
都应自立自强，面对外来欺凌要勇敢
抵抗。我们这次带学生来的目的，就
是希望他们可以了解也许在台湾了
解不够的事情，作为自己往后发展的
重要参考。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于 1985 年 8 月建成开放，馆
内大量珍贵文物史料以无可辩驳的
事实，向世人讲述当年的历史。3 个
基本陈列共展出近 4000 幅照片、近
万件文物藏品、260 多部影像资料，
还保存“万人坑”遗址，建有雕塑广
场、悼念广场、祭场、和平公园、胜利
广场等。
　　据了解，纪念馆多年开展对台交
流，举办了第四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
史学术研讨会、纪念台湾光复 75 周
年视讯交流活动等。2018 年，纪念馆
赴台举办《以史为鉴 民族复兴———
南京保卫战暨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在新北市沪尾炮台，两岸同胞共同为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举行了公祭仪式。

  ▲ 3 月 29 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一行参观了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深切悼念遇难同胞。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东屿岛畔，三江汇流。一座题为
“一带一路之歌”的雕塑静静矗立。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一带一路”成为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嘉宾热议的高频词。从
2015 年年会期间，中国发布“一带一
路”愿景与行动的蓝图，到 2021 年年会
将“一带一路”写入年会主题，博鳌亚洲
论坛坚定地向世界传递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清晰信号，为区域经济一体
化和经济全球化注入不竭动力。

务实合作，标志性工程造福民生

　　 3 月 22 日，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
塔尔煤田一区块煤电一体化项目投产
仪式隆重举行，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项
目再结硕果。
　　据介绍，项目顺利投产将有助于降
低电费，提供更稳定电力，缓解巴基斯
坦能源进口之急。
　　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上，谈
到中巴经济走廊为巴基斯坦带来的发
展红利，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
目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感慨地说：“在
2013 年以前，我们每天都要面临长时
间的电力短缺。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
矿产资源，但因为缺乏资金和技术难以
利用，‘一带一路’合作为巴基斯坦解了
燃眉之急。”
　　作为中巴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
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积极推进，
能源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当地创造了
大量就业机会，为巴基斯坦工业化、现
代化和互联互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参会的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看
来，脱贫和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有力
支撑。“一带一路”树立了许多基础设施
合作的典范，为民众追求发展营造了良
好环境。
　　十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深度
融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正在造福
沿线各国民众。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建 设 的 境 外 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
571.3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 42.1 万个
就业岗位；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
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 1.2 万
亿美元和 8000 亿美元，占对外承包工
程总额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落
地，黑山民众迎来了首条高速公路，斯
里兰卡居民喝上了 24 小时供应的自来
水，柬埔寨村民告别了没有电、没有路、
与外界隔绝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地区正通过这一倡议搭乘发展“快
车”，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互联互通，创新形式增进“软连接”

　　 3 月 16 日 9 时 20 分，北京平谷地
方铁路马坊站。

　　汽笛鸣响中，一列满载建材、家
电、服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开
出，驶向莫斯科。这是北京发出的首
列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开启了北京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篇章。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
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总裁雷纳
特·别科图尔沃夫表示，“一带一路”
倡议描绘了互联互通的愿景，展示了
远见。十年间，从港口到铁路，一个
个项目在欧亚地区构建起了走廊通
道，让东西方人员和货物往来畅通无
阻，使愿景成为了现实。
　　从 2011 年首辆中欧班列成功开
行，到 2022 年中欧班列开行 1.6 万
列、发送 160 万标箱，西部陆海新通
道班列发送货物 75.6 万标箱，“钢铁
驼队”为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稳定
畅通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博鳌，多位与会嘉宾认为，随
着“一带一路”设施联通走深走实、沿
线国家经济融合不断深入，民众对人
文和规则制度“软连接”的需求愈发
迫切。
　　“‘一带一路’不仅需要基础设施

‘硬联通’，更需要规则制度的‘软连
接’。”雷纳特·别科图尔沃夫认为，数
字化“一带一路”将有效地加快贸易
进程、降低成本，为沿线国家带来实
实 在 在 的 好 处 ，拥 有 广 阔 的 发 展
空间。
　　据阿赫桑·伊克巴尔介绍，巴基
斯坦正同中国企业合作试建“智能村
庄”，希望以此为样本，探索弥补数字
鸿沟。“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共享的平
台，便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数
字治理经验。”
　　中国能建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吕泽翔表示，设施联通是

“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础。最终的目
标是通过文化、标准、技术对接使“走
出去”的企业与目标国的民情相融
合，实现“民心相通”。

  绿色可持续，稳步拓展合作

新领域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表示，
当今世界，发展新能源、新基建、新产
业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中国正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低碳能
源、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这无疑大
大增强了确定性。
　　近年来，中国同各方一道完善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机制，与 31
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通过实施“绿
色丝路使者计划”，为 120 多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培训绿色发展人才
3000 人次。
　　谈及巴基斯坦去年遭遇的严重
自然灾害，阿赫桑·伊克巴尔说，中国
企业的科技力量能够有效带动发展
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和环境危机。
　　“我们一方面缩减对高耗能、高
污染煤电项目的信贷支持，一方面增
加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支持，
使中国的技术、设备、制造能够造福
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盛和泰说。
　　分析人士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和共建“一带一路”，两者的“新发力
点”和“新结合点”必将开辟出众多新
合作领域，为沿线国家带来更多发展
新机遇。
　　“在全球绿色经济的大赛道，合
作才是突出的标志。我们有信心同
国际社会开展合作，而且不断扩大合
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传卫说。

(记者马卓言、刘邓、王存福)
新华社海南博鳌 3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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