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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法文、

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

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 8个文版，近日

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引发热烈反响。

海外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有助于

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增进对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的认知，为他

国实现发展与增长提供启迪和借鉴。

“让世界看到中国对
时下关键问题的解答”
“习近平主席的这部著作为其他国

家治国理政提供重要启发。”白俄罗斯

战略研究所分析师阿夫多宁说，《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展示了中国靠自身力量走

过的不平凡道路，为向往公平社会的人

们带来希望。

“第四卷让世界看到中国对时下关

键问题的解答。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反

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新视野、新发展，为各国实现以人

民利益为核心的发展、建设公平社会提

供启发。”他说。

“阅读这部著作对于理解中国在推

动世界发展、繁荣和进步方面的立场至

关重要。”葡萄牙新丝路协进会主席易

曼晖说，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之间相互

尊重、发展合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让我们更加了解他在推动世界

和平与发展方面的深入思考”。

“我们非常高兴此次推出葡萄牙文

版，这反映了对葡语国家的重视。”易曼

晖说。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作家莱娅·贝西

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的忠实

读者。她说：“前三卷，特别是第三卷中

提到的坚持多边主义、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当今

快速变化但失衡的世界中，第四卷提供

让世界走向和谐、均衡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对中华民

族发展前景的自信宣示。”全球知名社

会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

尔布劳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英

文版于 2022 年 7 月出版发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次访华的阿尔布劳对著

作中许多章节、段落和语句印象深刻。

他在阅读第四卷的读后感中写道，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国

几千年的经验、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相结

合，这是一种关于思想理论与现实相结

合的动态观点”，“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写

给中国人民的，其他国家也可以从中国

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成就中获得启发。

这部著作鼓舞人们为人类的共同命运

而努力奋斗”。

“为实现增长与发展
提供启迪”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

希尔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多语种版“为世界其他国家了解和认识

中国及其在全球发展和转型中发挥的

作用提供了宝贵窗口，包括非洲国家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学习如何推

动包容、公正、公平以及具有全球视野

的发展”。

在埃及中国商会秘书长迪亚·赫尔

米看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多

语种版的出版发行将让世界进一步了

解并关注中国近年来的巨大发展，为其

他国家治国理政提供丰富的经验和专

业知识。“习近平主席在著作中阐述中

国如何应对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论

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可以从

这些经验中受益，帮助解决自身面对的

问题。” （下转第三版）

更好了解中国 收获启迪借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在海外引发热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6月 14日电 （记者郑
明达）6 月 14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两国

元首宣布建立中巴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巴两国是相互信

任、彼此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

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

斯坦国的国家之一，始终坚定支持巴勒

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

业，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

公正、持久解决。中方支持巴勒斯坦成

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在多边场

合为巴方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愿继续

向巴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巴方

缓解人道主义困难、开展重建。中方愿

同巴方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继

续在彼此核心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

持，全面推进各领域友好合作，深化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快中巴自由贸易

协定谈判，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赓

续传统友好。

习近平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延宕半

个多世纪，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深重苦

难，必须尽快还巴勒斯坦以公道。习近平

提出三点主张。第一，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以 1967 年边界

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

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第二，巴

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国

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

和人道主义帮扶。第三，要坚持和谈正

确方向。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

上形成的现状，摒弃过激和挑衅言行，

推动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影

响的国际和平会议，为重启和谈创造条

件，为帮助巴以两国和平共处作出切实

努力。中方愿为巴方实现内部和解、推

动和谈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

中东地区局势新变化，中方愿同巴勒斯

坦等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加强配合，推进中阿集体

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

公平正义。

阿巴斯表示，我谨代表巴勒斯坦人

民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

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正义事业提供的大

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中国是巴方信赖的

朋友和伙伴。巴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

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巴方愿同中方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不断深化巴中战略伙伴关

系。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

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高度赞赏中方成功斡旋沙伊对话，感谢

中方就早日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

多项倡议，巴方相信中方的智慧和公正

立场，期待中方为推动巴内部和解以及

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更大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在中巴建

交 35 周年纪念首日封上签字，并见证

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多项双边合

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勒

斯坦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

阿巴斯抵达时，天安门广场鸣放 21

响礼炮，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

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巴两国国歌。阿巴斯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

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为阿巴斯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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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 6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人权治理高

端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人类又一次站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人权治理面临

严峻挑战。我们主张以安全守护人权，

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走和平发

展道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人

权创造安宁的环境；以发展促进人权，

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提高发展的包容

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以各具特色的

现代化之路保障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人

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

互鉴，通过对话凝聚共识，共同推动人

权文明发展进步。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

人权发展道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促进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愿同国际社会

一道，践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精

神，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

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由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外交部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

署共同主办，主题为“平等、合作、发展：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与

全球人权治理”，14日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

“这里与对面的海口新海港之间，海

上距离只有12海里，航行时间只要一个多

小时。”湛江徐闻港党总支部书记、董事长

张金虹说，徐闻港是国际一流、功能齐全、

具有示范性的新一代客滚运输港口。

6 月 14 日，记者跟随中宣部组织的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来

到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省湛江市

徐闻县，与海南岛隔琼州海峡相望。海

南省 90%以上的生活物资、1/3 的客流

量要通过琼州海峡运输，其中徐闻港占

比 85%以上。

作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

由贸易港的关键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徐

闻港往来的客货滚装船舶既要装卸货

物，也要运载旅客。“港口潮差达两米，

为 此 我 们 建 设 了 堪 比 机 场 廊 桥 的 廊

道。”张金虹介绍，徐闻港通过“人车分

离”“客货分离”“进港和出港车辆旅客

分流”的设计思路，实现了公路、水路、

铁路、城市公交的无缝对接。

（下转第二版）

广东：融通发展 主打一个“快”

◎本报记者 杨 雪 陈 瑜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K

“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践行《维也纳宣

言和行动纲领》精神，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

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6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人权

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引发与会中外嘉宾热

烈反响。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提出

国际人权事业发展和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主

张，阐明中国落实《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精神与尊重保障人权的生动实践，为加强全

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发展指引正

确方向。

中国人权事业成绩斐然，
具有示范意义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走顺应时代潮

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主席在贺信

中深刻阐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中国理念。

与会嘉宾对此深有感触。乌兹别克斯坦

第一副议长、国家人权中心主任赛义多夫说：

“习近平主席贺信传达出中国在人权方面的

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中国一直不遗余力推

动和保护人权，成绩斐然，同时在推动全球人

权事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副

主席兼报告员阿巴希泽表示，中国在保护人

权方面取得诸多成就，例如在减贫行动中，中

国有近 8 亿人摆脱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对世界

减贫贡献率超过 70%。“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重

大成就，也代表了人类的重大胜利。”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

社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

级研究员威廉·琼斯说，中国在保护公民人权

方面发挥的作用值得高度赞扬。更重要的

是，中国呼吁将发展作为一项人权，受到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与会嘉宾表示，各国社会政治条件和历

史文化传统不同，必须也只能从本国的实际

情况和人民需求出发，探索适合自身的人权

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因为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这对

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意义。

为加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

权”——在贺信中，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加强全球人权治理的

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点主张，以践行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根本遵循，展现出

宏阔的全球视野与深远的历史眼光。

“这三点主张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精神高度契合，并对其作出进一步发展。”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响说。

1993 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权

大会，通过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宣

言和行动纲领强调人权的平等性和不可分

割性相统一，国际社会应促进有效的国际合

作等，反映了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意愿。“平等、合作、发展：《维也

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 30周年与全球人权

治理”正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一

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倡议，认为

这些新理念新倡议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推

动全球人权治理贡献重要的中国智慧。

多位与会嘉宾将相关倡议对促进全球人

权进步发挥的作用作为论坛发言主题。谈及

共建“一带一路”对全球人权治理的意义，瑞

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劳尔说，

这是通往和平之路，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人

权之路，也是消除全球贫困之路。印度尼西

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韦珍玉

说，雅万高铁将有效联通城市和农村，激发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是中国以实际行动

维护和促进人权发展的生动实践。

携手并进，共同推动全球
人权事业发展
“当前，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全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在贺信中，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当前举办全球人权治理

高端论坛的现实背景。

“这是一场切中肯綮、与时俱进的盛会。”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说。

多位与会嘉宾表示，随着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个别国

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全球霸权地

位，在国际人权领域大搞人权政治化等，对全

球人权事业构成极大挑战。

瑞士前驻华武官、汉学家贺彼得表示，尽

管各国承诺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但仍有一些

霸权国家不顾他国利益，肆无忌惮地追求自

己的目标；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委员克里斯潘·
卡赫卢说，当今世界充满紧张、冲突、操纵和

不确定性，霸权主义的做法、霸道的手段、霸

凌的行为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了突出地位。

与会嘉宾表示，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 30周年

之际，习近平主席向论坛发来贺信，就加强全球人权治理提出

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宣示中方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人权

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方向发展的积极意愿，为促

进国际人权事业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们期待着展开有意义的合作，推动建立基于人权、尊

严、和平、正义、平等的人类文明。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友谊、团

结将带来和平、人权、社会进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泰国国

家人权委员会顾问本坦说。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为
促
进
国
际
人
权
事
业
发
展
指
引
正
确
方
向

—
—
习
近
平
主
席
致
全
球
人
权
治
理
高
端
论
坛
的
贺
信
引
发
热
烈
反
响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