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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
——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现有1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3个国家地质公园、9个国家森林公园、22个国家湿地公园，
自然保护地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38.75%。建立 1个防沙治沙
综合示范区、5 个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封禁面积达到 4.8
万公顷。2004 年至 2014 年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9.24 万公
顷，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0.07万公顷。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
到12.31%，天然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高到47%，湿地面积
达到652.9万公顷。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黑颈鹤
由不到3000只上升到8000多只，藏羚羊约30万只。在第二
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中发现白颊猕猴等新物种5个，东
歌林莺等中国新纪录物种5个。第二次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结
果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巨柏稳步增加并得到有效
保护。调查中发现桫椤、喜马拉雅红豆杉等21个物种的新分
布点。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良好，雅鲁藏布江、纳木错水
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珠穆朗玛峰下绒
布河达到Ⅰ类标准。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土壤处于
自然本底状态。2020 年 PM10和 PM2.5年均浓度较 2015 年分
别降低28.1%和37.5%，西藏空气优良天数达到99.4%。

——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西藏将建设成为国家清洁能源接续基地。截至 2020

年，清洁能源已达到发电装机容量的 89.09%。2015 年至
2020年底，累计外送清洁电力65亿千瓦时，大量减少了二
氧化碳排放。推进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加快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深入推进固体废物监管，县级以上城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7.34%，医疗废物实现应收尽收、
应处尽处。2016年至 2020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从 50.19%提
高到96.28%。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相继实施薪柴替代、
厕所革命、环境整治、乡村绿化等项目，逐步建立健全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立起覆盖草原、森林、湿地、野
生动物肇事等领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19 年至 2020
年，累计安排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 2.74 亿元，支持选聘生
态护林员 7.82 万名，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 31.82 亿
元，生态环境权益得到保障。持续开展“爱粮节约”活动和

“光盘行动”，城乡居民节约用水用电意识显著增强，新能
源电动汽车数量快速增长，绿色生活正成为新时尚。

九、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是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保
障，是西藏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坚实依托。长期以来，
西方反华势力从未停止利用所谓“西藏问题”扰乱遏制
中国，十四世达赖集团从未放弃过“西藏独立”的图
谋，不断制造事端，危害西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为
了保障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卓有成
效地开展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

——西方反华势力图谋搞乱西藏遏制中国

长期以来，西方反华势力不断插手干涉中国西藏事
务，企图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美国
政府即与西藏地方亲帝分裂势力建立联系。20世纪50年代
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训练从事暴力活动的

“藏独”分子。西藏武装叛乱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派
特工帮助十四世达赖逃亡，而且还空投大量武器装备，帮
助重建叛乱武装。“四水六岗”则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武
器装备、教官，并直接指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藏发
生的历次骚乱都有西方某些势力的插手。近年来，西方反
华势力对西藏的干涉更是变本加厉。美国先后炮制了

《2002年西藏政策法》《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旅行法》《2020
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等多部法案，图谋以所谓“西藏问
题”干涉中国内政。

——十四世达赖集团阴谋从事分裂祖国活动
1959 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失败逃往

印度后，公开主张以暴力手段实现“西藏独立”。随后，在美
国支持下重组“四水六岗”，在尼泊尔木斯塘建立武装基
地，长期在中尼边境进行骚扰活动。1962年，在外部势力支
持下，组建以流亡藏人为主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不断
袭扰中国边防军队和边境地区的平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十四
世达赖集团迫于形势压力，开始变换策略，一方面连续
制造骚乱暴力事件向中央政府施压，1987 年、1988 年、
1989 年多次策划煽动暴力事件，2008 年策划实施拉萨

“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并在北京奥运会筹办期间在
国际上制造一系列干扰破坏活动，引起国际社会极大愤
慨。2011 年以来，十四世达赖集团煽动蛊惑境内藏族僧
俗信众自焚，并在网上发布《自焚指导书》，造成一段时
间中国部分地区接连发生自焚事件。另一方面宣扬“非
暴力”，提出所谓“中间道路”欺骗世人，1987年在美国国会
人权核心小组会议提出“西藏和平五点计划”，1988年在法
国斯特拉斯堡提出解决所谓“西藏问题”的“七点新建
议”，2008年提出《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所谓“中间道路”，其核心内容是：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
国一部分，宣称“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图谋
建立历史上从不存在的所谓“大藏区”，要将西藏、四川、云
南、甘肃、青海等藏族及其他民族聚居区合并建立所谓统一
的行政区；要求实行不受中央约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认中
央政府的领导和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宣称建立“自治
政府”，“除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由藏人（即达赖集
团）负责，并负有全权”；反对中央在西藏驻军，提出中国军队

“全部撤出去”，把西藏变成“国际和平区”；无视青藏高原自
古多民族杂居共处事实，要求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
其他民族。“中间道路”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宪法、法
律、基本制度，也不符合西藏的历史、现实和民族关系，更有
违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西藏稳定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没有国家的安全，西

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难以得到维护，没有稳定的社
会环境，经济、文化、生态等各项事业就难以得到发
展，人民的安定幸福生活就难以得到保障。长期以来，
西方反华势力及其支持的十四世达赖集团一直是影响西
藏社会团结进步的消极因素。十四世达赖叛逃后，中央
政府始终是仁至义尽、给予出路，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 1964年。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
为十四世达赖改正错误指明出路，提出“爱国一家，爱
国不分先后”，邀请他派人回国探亲参观。1979年至2002
年，中央政府13次接待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2002年
至2010年，又10次同意他们回国。然而十四世达赖屡屡
辜负中央期望，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其政治主张。

对于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和十四世达
赖集团的分裂活动，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坚
定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同任何分裂势力、反
华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西藏高举宪法法律旗帜，坚决抵
制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渗透破坏活动，深入持久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
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形成了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

十、新时代新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对西藏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署。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
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
藏”的战略思想，作出“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
指示，亲自主持召开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明确新形势下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确定了中
央政府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制定了惠及西藏
各族人民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解决了许多长
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
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新时代的西藏，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
高、生态安全屏障切实筑牢、民族团结日益巩固、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日趋适应、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呈现出
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坚持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处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深化对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
识，总结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提出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
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

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
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
持生态保护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这
一方略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是对党治藏稳藏兴藏成功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创新发展，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集
中体现，为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恰逢“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第一年。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将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
和安全，坚持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
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西藏。到 2035年，西藏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
本实现，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结束语

浩荡雄风藏万卷，磅礴大气独凛然。70年在历史长河
中犹如白驹过隙，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创造
了彪炳千秋、利泽万代、亘古未有的历史功绩。短短几十
年，跨越上千年，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
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西藏
社会的面貌日新月异，西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7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维护祖国统一、领
土完整，才能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才能为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提供根本保
证；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全面进
步；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满足西藏
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坚持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才能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西藏。

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西藏各族人民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
图，全面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团结一
心、锐意进取，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西藏篇
章而努力奋斗。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灿烂，西藏人
民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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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4 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 5 月
24 日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五年未
获邀请。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
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
识”，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协商的政治
基础，导致连续碰壁5年。但民进党
不但不从自身寻找症结，反而继续玩

“苦情戏码”，对大陆恶语相向，妄图
以此推卸责任、转移焦点、误导台湾
民众，还勾连外部反华势力，宣称要

“洽请有关国家协助”。殊不知，此等
低劣的“碰瓷话术”和无谓的“寻滋
闹事”注定一无所获，只能徒然沦为
国际笑柄。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
卫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来处理，这是联合国大会 2758 号决
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
根本原则。民进党当局无缘世卫大
会，污蔑是大陆打压，这种指控根本
站不住脚。2009 年至 2016 年，台湾
地区得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
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这是在两岸均坚
持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
上，通过两岸协商作出的特殊安排。
然而，2016年5月民进党当局上台至
今，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丢掉两

岸互信的政治基础，导致台湾参与世
卫大会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可以
说，民进党当局没能拿到世卫大会入
场券，完全是咎由自取。

民进党当局还以新冠肺炎疫情为
借口，将世卫涉台议题与台湾民众权
益挂钩，这更是充满政治操弄的欺人
之谈，根本是子虚乌有的假议题。台
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天亲，没有谁比
大陆更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和福祉。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大陆最先
邀请台湾卫生专家赴湖北武汉考察，
多次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消
息，并专程通报大陆与世卫组织分享
病毒基因序列和获取相关基因序列途
径的信息。2020 年以来，台湾地区
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了 16 次世卫组织
技术活动，包括第四届全球疫苗免疫
研究论坛等重要会议。岛内疫情大规
模爆发后，大陆第一时间表态愿尽最
大努力帮助广大台湾同胞，包括提供
大陆疫苗等。民进党当局对这些事实
不是刻意隐瞒、妄加扭曲，就是挑衅
抹黑、恶意诋毁。现时台湾连续多日
新增病例破百，民进党当局还在百般
嫌弃拒绝大陆疫苗。到底是谁在将公
共卫生问题政治化，是谁在损害台湾

民众健康福祉，自有事实证明。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反华势力

“碰瓷”炒作世卫大会涉台议题，其
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即在国际上制造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事实一再
证明，“以疫谋独”“倚美谋独”必然
失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任
何人都无法撼动。民进党当局上蹿下
跳，妄图螳臂当车，扭转一中原则的
国际社会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最终
只会自取其辱。

解铃还须系铃人。台湾地区参与
国际组织活动问题的症结和解方都非
常清楚，那就是民进党当局必须回到

“九二共识”上来，认同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的核心意涵，停止谋“独”挑衅，舍
此别无他路。如若钻进“台独”历史死
胡同，只会给台湾带来更深重的灾难。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5月 21日电 （记者
许可、成欣）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1 日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
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为了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联合
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地区参
加今年世卫大会。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第 74 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 5 月
24日至 6月 1日召开。据了解，台湾
当局没有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信。近
期，许多国家纷纷致函世卫组织，支
持中国政府不同意中国台湾地区参加
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不希望今年大
会就涉台问题进行任何讨论。请问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
关系准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
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必须按照一个

中 国 原 则 来 处 理 ， 联 合 国 大 会 第
2758 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第 25.1
号决议确认了这一根本原则。”他说。

赵立坚说，2016 年以前，在海
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作
出了特殊安排。但民进党执政以来，
将政治图谋置于台湾地区人民福祉之
上，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
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
识”，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
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他说，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
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
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
务作出了妥善安排。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中国中央政府已向台湾地区通
报疫情260次，批准台湾地区卫生专
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 16 次，台
湾地区接受世卫组织秘书处疫情信息
通报数次，“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
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民进党当局无视国际社会聚焦
抗疫合作的普遍愿望、无视台湾地区
人民的生命安全，借疫情大搞政治操

弄，违反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和世卫
大会第25.1号决议，不惜以干扰大会
进程、破坏国际抗疫合作为代价，执
意搞涉台提案。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
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
一台’。”赵立坚说。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
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不能同
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中方
这一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
理解。”他说。

赵立坚介绍，截至 5 月 20 日，150
多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支持中
方决定。近80个成员国代表专门致函
世卫组织，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
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这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
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充分
体现了绝大多数国家在世卫大会涉台
问题上秉持正义和正确的立场。世界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美国等少数国
家玩弄各种伎俩，为民进党当局撑腰
打气，鼓噪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他
们的图谋绝不会得逞！”他说。

外交部：

为捍卫世卫大会相关决议权威性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参会
外交部：

为捍卫世卫大会相关决议权威性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参会

民进党玩“苦情戏码”闯世卫——打错算盘！
■ 汪灵犀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上接第一版）
马朝旭表示，全球健康峰会是在全球抗疫进程中召

开的又一次重要峰会，也是今年全球卫生健康领域最高
级别的多边峰会。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已逾一年，疫情起
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急
切期待更多的信心、希望和合作。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
习近平主席再次登上国际舞台，从为人类谋健康、为世
界谋发展的高度，发表题为《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的重要讲话，对提振多边主义，推动国际抗疫合
作，引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传染病大流
行。面对疫情全球肆虐，习近平主席心系苍生，胸怀
世界，领导开展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行
动，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用实际行动践
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习近平主席去年以来先
后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第
73届世界卫生大会、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
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十余场多边峰会，
深刻阐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出一系列重大
倡议和举措。在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
推进国际抗疫合作的五项主张，宣布支持全球抗疫合
作的五大举措，为全球尽早战胜疫情、实现经济复苏
指明前进方向，作出新的贡献。

马朝旭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疫情暴发伊
始，习近平主席就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提出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全面分享了中国抗疫经
验，强调要彻底战胜疫情，必须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
尊严。要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
律。要统筹药物和非药物干预措施，统筹常态化精准
防控和应急处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
些理念主张被中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也契合当前各
国抗疫斗争需要，赢得广泛共鸣。以人民为中心、科
学施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等被写入峰会宣言。

疫情无国界。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引用古罗马警
句，“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事实上，“团结合
作”是习近平主席阐述抗击疫情主张的最高频词汇。
习近平主席旗帜鲜明地指出，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
有力的武器，要让合作的阳光驱散疫情的阴霾。

面对疫情反弹蔓延为全球抗疫合作带来的新挑
战，习近平主席在此次峰会上再次强调，人类荣辱与
共、命运相连，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团
结合作、共克时艰，坚决反对各种政治化、标签化、
污名化的企图。搞政治操弄丝毫无助于本国抗疫，只
会扰乱国际抗疫合作，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大伤害。

国际社会抗疫合作实践证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体现了各国人民普遍愿望，符合历史发展潮
流，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人间
正道，赢得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马朝旭表示，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利器。习近平主席
去年5月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率先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
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
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
献。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中方在大力推
进国内疫苗接种的同时，向 80 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
助，向 43 个国家出口疫苗。目前中方已向全球供应 3
亿剂疫苗，是世界上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
在自身疫苗需求巨大、供求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
重信守诺，拿出一部分疫苗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给他
们雪中送炭，帮助他们解燃眉之急，这一义举得到了
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中国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受到广
泛认可，国药集团相关新冠疫苗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
紧急使用清单。中国已加入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并承诺向其提供 1000万剂疫苗，向联合国

维和行动和国际奥委会提供疫苗等也取得积极进展。
抗击疫情各国有责，享有疫苗人人平等。针对当前

全球疫苗接种不平衡问题愈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明确指
出，要摒弃“疫苗民族主义”，解决好疫苗产能和分配问
题，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疫苗研发和
生产大国要负起责任，多提供一些疫苗给有急需的发展
中国家，多边金融机构应该为发展中国家采购疫苗提供
包容性的融资支持。习主席宣布，中国将尽己所能对外
提供更多疫苗，支持本国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
术转让，开展合作生产。中国已宣布支持新冠肺炎疫苗
知识产权豁免，也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早日就
此作出决定。中国倡议设立疫苗合作国际论坛，由疫苗
生产研发国家、企业、利益攸关方一道探讨如何推进全
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这些倡议和举措实实在在，展现
了中国同各国共克时艰、携手战胜疫情的坚定意志，将
有力推进国际疫苗合作，弥合“免疫鸿沟”，使疫苗真正
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马朝旭说，中国在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的承诺方面亮出了最好的成绩单，这同个别国家自私
自利、罔顾责任和道义，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
以及“疫苗民族主义”等言行形成鲜明对照。

突如其来的疫情全球大流行是一次“大考”，凸显
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和漏洞，加强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能力建设迫在眉睫。习近平主席多次指
出，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绝不会是
最后一次，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
作。各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大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政
治支持和资金投入，发挥其关键领导作用，不断完善
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习近平主席在此次峰会上强调，要加强和发挥联
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完善全球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更好预防和应对今后的疫情。要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充分听取发展中国家意见，更好反映发展中国家
合理诉求。要提高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重大疫
情救治能力、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打击虚假信
息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能力。习主席强调，
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扛起责任，同
时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
弱项，着力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和水
平。习主席上述重要主张，为全球卫生治理把脉开
方，为 《罗马宣言》 制定防范应对未来全球卫生危机
原则提供了重要遵循。

马朝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挑战，各国
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战而胜之。当前各国抗疫和经济
复苏出现分化，发展中国家面临特殊困难和挑战，国
际社会理应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始终想发展中国家之
所想，急发展中国家之所急，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
国家应对疫情、稳定经济。习近平主席在第 73届世卫
大会上宣布的 20亿美元援助已全部落实到位。中非建
立了 41个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援建的非洲疾控中
心总部大楼项目已于去年年底正式开工。中国还全面
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总额超过 13亿美元，是二
十国集团成员中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

在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继续推动国际社会照
顾发展中国家关切，通过缓债、发展援助、能力建设
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支持。习近平主席郑重
宣布，中国将在未来 3 年内再提供 30 亿美元国际援
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这些举措有力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冲击的能力
和信心，彰显了中国主持公平公道，始终维护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的正义立场。

马朝旭表示，大道不孤，大爱无疆。我们将以
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同国际社会携手深化团
结合作，合力战胜疫情，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