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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
告告

������9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
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
会议致贺信。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
主席的贺信总结和肯定了上合组织
成员国在促进法治建设、 加强务实
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 为上合组织
成员国深化法律和司法行政领域交
流合作注入新动力， 助力各成员国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 ，自
2013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
长会议机制运行以来，各成员国秉持
和弘扬“上海精神”，相互支持，精诚
合作，不断促进各国法治建设，加强
政府间司法领域交流互鉴， 持续开
展法律服务领域务实合作，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发挥了重
要作用。

乌兹别克斯坦司法部长阿克
巴尔·塔什库洛夫对上合组织各
成员国 “加强政府间司法领域交
流互鉴 ，持续开展法律服务领域
务实合作 ”有切身感受 。 他说 ，乌
中 两 国 在 培 养 法 律 人 才 以 及 司
法鉴定等领域进行了紧密合作 ，
这为更好保障跨国投资者利益 、
推 动 两 国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作 出
贡献 。 通过司法部长会议机制等
平台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能够通
过 双 边 和 多 边 交 流 获 得 许 多 司
法领域发展的新信息 ，这对各国
促 进 本 国 法 治 建 设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

在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 》总编
辑谢里克·科尔茹姆巴耶夫看来 ，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对上合组织成员
国秉持和弘扬 “上海精神”， 加强司
法领域交流互鉴和务实合作具有

重要意义 。 他说 ，上合组织是各成
员国加强交流对话 、促进共同发展
的重要平台 。 上合组织框架下 ，各
成员国在司法等领域开展合作 ，对
推动区域法治建设 、完善全球治理
具有重要意义。

沙特阿拉伯国际问题专家阿
卜杜勒·阿齐兹·沙巴尼十分赞同
习近平主席的论述。 沙巴尼说 ：“上
合组织成员国在司法等领域不断
加强交流 ，持续进行务实合作 ，有
效促进了各成员国的法治建设 ，
上 合 组 织 在 维 护 以 国 际 法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等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作用 。 ”

参加此次司法部长会议的中国
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说，习近平主席
在贺信中的重要论述涵义深刻 ，为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司法等领域深化
交流合作注入新动力。 贺信总结和
肯定了司法部长会议机制运行以
来，各成员国在促进本国法治建设、
加强务实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 ，以
及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方
面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作用值得高度赞赏”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 ，中
国高度重视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
长远的保障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
研究所政治研究和预测中心领衔
研究员帕维尔·特罗辛斯基对 “中
国高度重视法治固根本 、 稳预期 、
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这一论述很有
共鸣。 特罗辛斯基说， 习近平主席
的贺信再次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法
治建设的高度重视。 如今， 中国法
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立法工作
覆盖政治 、经济 、社会等所有重要

领域。 同时， 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
内努力推动相关合作 ，“中国作用
值得高度赞赏”。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略研究所
专家舍拉迪尔·巴克特古洛夫高度
认同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论
述。 他说：“中国在法治领域取得了
历史性进步 ，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坚定维护 《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
原则，为各国树立了榜样。 ”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
研究所所长费尔哈特·阿西夫同样
高度评价中国法治建设取得的成
就及其对全球治理所作贡献 。 她
说 ，中国致力于建立全面的法律框
架 、 不断完善自己的司法体系 、加
强对公民和企业的法律保护 ，这为
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营造了有利
环境。 “在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中，
中方注重法律协议和争端解决机
制 ，符合国际规范 ，在这方面树立
了榜样。 ”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
孔庆江表示，近年来，中国在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 法治中国建设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就。 同时，中国秉持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促进全球
性问题的妥善解决， 为国际法治的
发展和完善作出了贡献。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 ，中
国愿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一
道， 不断深化新时代各国法律和司
法行政领域交流合作， 以法治方式
促进各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俄罗斯司法部长康斯坦丁·崔
琴科高度认同上合组织成员国间
加强上述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认为
这对各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 崔琴科表
示， 希望各成员国能在相互尊重的
基础上， 加强在相关领域有益实践
经验的交流互鉴， 让这一合作机制
不断发展。

费尔哈特·阿西夫认为 “不断
深化新时代各国法律和司法行政
领域交流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 。 她
说 ，法治对保障各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 、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
强化贸易 、投资等领域的法律框架
以及加强在反恐执法等领域的合
作有助于为各国经济增长创造有
利环境。 期待上合组织成员国进一
步深化相关领域合作 ， 为政府 、企
业与个人的跨境互动创造更加便
利的条件。

参加此次司法部长会议的塔吉
克斯坦司法部长穆扎法尔·阿舒里
约恩看好司法部长会议机制的发展
前景。 他说，各方通过这一机制达成
共识，加强了多边合作，为各国人民
带来福祉。 未来，各成员国应在司法
等领域信息化、 数字化等方面进一
步开展合作， 塔方愿继续与其他成
员国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说 ，
希望未来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积极
开展双边和多边交流合作， 加强各
国地方法院、 仲裁机构等在司法改
革、 案例交流、 审判实践等领域的
信息共享 ， 不断提升合作实效 ，为
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
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综合
新华社记者报道，执笔记者：何梦舒
王雅楠 汤洁峰）

中国东盟合作未来更可期
新华社记者 林昊 陆芸

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
运共同体倡议提出 10 周年之际，东
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在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举行。 中国与东盟进一步
凝聚合作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实现
更高水平经济融合和联动发展，合
作持续提质升级， 为构建更为紧密
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
强劲动能，为亚太和平稳定、持久繁
荣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2013 年， 习近平主席在印尼提
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10年来，中国与东盟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坚持真诚相待、
守望相助、互利互惠、协调包容，走
出一条长期睦邻友好、 共同发展繁
荣的正确道路。

10年中， 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
作往来不断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签署，红
利逐步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建
设深入推进，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
伴， 互为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和目
的地。 双边贸易额去年已达 9700
多亿美元， 比 10 年前增长了 1 倍
多， 已连续 3 年互为最大贸易伙

伴。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
今年年初启动， 有望进一步降低关
税和非关税壁垒， 提升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水平， 助力东盟地区的
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10年来， 中国和东盟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尤为丰硕。
中老铁路、 金港高速公路和雅万高
铁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
正在有效缓解地区基础设施投入不
足、 区域互联互通相对滞后等发展
瓶颈。 双方始终践行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实现互利共赢。 中方表示，将
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印
太展望进行互利合作。

当前，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不
断提质升级。 本次中国－东盟领导
人会议通过双方关于深化农业、电
子商务、 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的成
果文件。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产
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数字经济、绿
色经济合作方兴未艾。 不少东盟专
家表示， 中国和东盟国家基于优势
互补进行产业链合作， 正在构建的
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将成为全球产
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电动车

在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深受欢迎，
相关领域的合作给东盟国家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

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传
统友谊源远流长。 中国作为域外国
家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今年正值 20周年。 中国视东盟
为对外交往的优先方向， 支持东盟
共同体建设， 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
中的中心地位。 中国在各国中第一
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21
年又率先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充分体现了双方的战略互信。

中国与东盟是拆不散、 离不开
的好邻居、好兄弟、好伙伴。 新冠疫
情中，中国与东盟同舟共济，双方的
关系得到进一步升华。 疫情结束以
来， 双方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加
速恢复， 泰国等东盟国家高官在机
场热烈欢迎中国游客的暖心情景充
分体现双方的深情厚谊。

中国和东盟均主张坚持真正的
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 面对
个别国家在本地区搞“脱钩断链”、
构筑“小院高墙”的企图，东盟国家
明确发出不愿选边站队、 不做大国

博弈棋子的声音。 印尼总统佐科在
本次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上表
示，东盟国家无意成为代理人，将致
力于与各方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与
繁荣。

中国和东盟分别是世界第二和
第五大经济体。 双方互为发展机遇，
合作潜力巨大， 应携手打造经济增
长中心、推进新兴产业合作、维护地
区和平安宁、携手扩大人文交流。 只
要双方坚持走正确的道路， 无论未
来经历怎样的风雨， 中国和东盟的
合作都将牢不可破、行稳致远，推动
双方实现更大的发展。

展望未来， 中国愿与东盟国家
坚守团结自强初心， 秉持合作共赢
精神，建设好和平、安宁、繁荣、美
丽、友好的共同家园，向着更为紧密
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断迈
进。 中国和东盟合作必将不断深化，
未来更可期。

（新华社雅加达 9 月 8 日电）

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7 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7 日在安理
会审议联合国维和行动公开会上发
言，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要坚持政治
导向。

耿爽指出，维和行动是政治外交
努力的补充，是手段而非目的。 维和
特派团从制定授权、派遣部署到执行
任务、开展行动，都不能忘记服务政
治解决这一根本目标，不能偏离支持
外交努力这一总体方向。

耿爽说，当事国政府和人民是实
现本国和平与发展的真正主体。取得
当事国政府信任、获得当地民众支持
是维和行动顺利开展的基础和前提，
是服务政治进程的要求和保障。近期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撤出马里引发各方关注，联合国驻刚
果（金）稳定特派团执行任务遇到阻

力令人担忧。 联合国要从中汲取教
训，不断完善和改进维和工作。

耿爽还就联合国维和行动要强
化伙伴关系、谨慎使用武力、坚持与
时俱进阐述中方看法。

耿爽表示，维和人员安全风险上
升也是近年来维和行动面临的突出
问题。 联合国维和行动要针对新威
胁、新挑战，主动做出调整，积极加以
应对。作为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之友
小组共同主席，中方愿就如何全面落
实安理会第 2518 号决议， 同有关各
方加强探讨，共同为保障蓝盔卫士安
全作出更大努力。

耿爽说，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中方将
继续积极支持、推动、参与联合国维
和行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
更大贡献。

联合国维和行动要坚持政治导向

�9月 7日，人们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中参观游览。
大英博物馆 8 月中旬承认，馆方发现部分藏品“失踪、失窃或损坏”后，解

雇了一名员工并报警。 博物馆董事会主席乔治·奥斯本近日承认，该馆约 2000
件藏品流失。 自监守自盗丑闻曝光后，英国大英博物馆陷入信誉危机，多国要
求大英博物馆尽快归还文物。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大英博物馆陷监守自盗丑闻 多国要求尽快归还文物

�9月6日，学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校园中行走。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是哈萨克斯坦国内最具影响力

的高等学府之一。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走进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新华社赫尔辛基 9 月 7 日电
（记者 陈静） 雷克雅未克消息：一场
融合中华传统文化表演和中华文化
体验的“中国文化日”活动 6 日在位
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冰岛大学
会议与文化中心举行。

这场“中国文化日”活动由中国
驻冰岛大使馆主办 。 冰岛外交部 、
冰岛议长办公室 、冰中文协 、冰中
贸协等冰岛各界友好人士 ，各国驻
冰岛使节 ，以及在冰华侨华人等约
600 人参加。

广州市综合艺术团表演的杂技
和戏曲等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在当天的活动中，冰岛民众还积极参
与剪纸、编织中国结等中华文化体验
活动。

中国驻冰岛大使何儒龙在致辞
中表示， 中国文化讲究海纳百川，在
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
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相互包容将进
一步促进世界文明的繁荣。 此次“中
国文化日”活动将增进中冰两国人民
友好感情，用文化奏响友谊新篇章。

“中国文化日”活动在冰岛首都举行

深化上合法治交流合作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向第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致贺信

新华社记者

中方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