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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外 交 部 21 日 发 表 声
明 指 出 ，2021 年 11 月 18
日，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
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
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
湾代表处”。此举公然在
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
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
中所作政治承诺，损害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
表 示 强 烈 不 满 和 严 正 抗

议，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
关系降为代办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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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
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
际关系准则，是中国同立陶
宛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
础。中国政府从维护中立
关系的善意出发，一再警示
立方不要再做背信弃义的
事情。遗憾的是，立陶宛无

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罔
顾双边关系大局，罔顾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执意允许以
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
表处”，在国际上制造恶劣
先例。鉴于中立赖以建立
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
础遭到立方破坏，中国政府
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不将
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
办级。立陶宛政府必须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
误，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
力。

我 们 也 正 告 台 湾 方
面，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
家。无论“台独”势力如何
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都改
变不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
个中国的历史事实。企图
挟洋自重，搞政治操弄，最
终必将是死路一条。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三个目标
共建“一带一路”，迎

来新的重要节点。
11 月 19 日，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
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对这一重大国际
合作倡议，总书记深谋远
虑 ，提 出 以 高 标 准 、可 持
续、惠民生为目标。

不 仅 明 方 向 ，更 谋 划
路线。在这场重要座谈会
上，总书记作出一系列契
合实际、面向未来的具体
部署，为新阶段继续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提供根本遵循。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有
这样一段重要表述：

“ 我 国 坚 持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推 动 共 建‘ 一 带 一
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
批 关 系 沿 线 国 家 经 济 发
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
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
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
之 路 、文 明 之 路 ，使 共 建

‘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
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和国际合作平台。”谈

“取得实打实、沉甸甸
的成就”——这次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总结共
建“一带一路”8 年来的成
绩 ：“ 通 过 共 建‘ 一 带 一
路’，提高了国内各区域开
放水平，拓展了对外开放
领域，推动了制度型开放，
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探
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

子，实现了同共建国家互
利共赢。”

回顾走过的路，是为了
继续走好前行的路。

透过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可以深刻把握
新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时与势——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正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
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
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
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
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
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没有变，经济全
球化的大方向没有变，共建

“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
遇。迄今，我国已同 140 个
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察势是为了驭势。
“ 我 们 要 保 持 战 略 定

力，抓住战略机遇，统筹发
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
际、统筹合作和斗争、统筹
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
点，积极应对挑战，趋利避
害，奋勇前进。”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五个统筹”，指
出了新阶段共建“一带一
路”的要义所在。

如何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
成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一系列具体部署，总体可以
归结为“六个要”：

这“六个要”，也是实
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
目标的“密钥”。

高标准——
“更高合作水平、更高

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
更高发展韧性”，这是对高
质量发展的具体指向。

仔细研读会发现，一些
部署是以往有效举措的加
强版，更有不少令人耳目一
新的举措，开辟出新的合作
空间。

譬如，总书记提出“完
善 陆 、海 、天 、网‘ 四 位 一
体’互联互通布局”，为互
联互通注入新内涵。

可持续——
总书记这样强调，要统

筹考虑和谋划构建新发展
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
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
点。

这两者的“新发力点”
“新结合点”必将为沿线国
家带来更多发展新机遇、合
作新空间。

总书记提出的要全面
强化风险防控，其中包括探
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
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
台等举措，释放出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信号。

惠民生——
“一带一路”倡议，旨

在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造福百姓。

2016 年 8 月 17 日，习近
平总书记出席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以钉钉
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

“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推 向 前
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
福沿线各国人民。

2018 年 8 月 27 日，习近
平总书记出席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
之所急、能够让当地老百姓
受益的民生工程。

在 这 次 座 谈 会 上 ，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质
打造标志性工程”，着重指
出“民生工程是快速提升
共建国家民众获得感的重
要途径，要加强统筹谋划，

形成更多接地气、聚人心
的合作成果”。

在前不久结束的第四
届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 会
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的展商纷纷“乘兴而来、满
意而归”。一位巴基斯坦
客商的话令人久久不能忘
怀：“你可能想象不到，得
益于中国的进博会，远在
几千里外的巴基斯坦农村
贫困妇女有希望靠自己编
织的地毯摆脱贫困……”

不 仅 谋 划 大 格 局 ，还
着眼细微处。

“ 要 统 筹 推 进 疫 情 防
控 和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合
作，全力保障境外人员生
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突出
防控措施的精准性，着力
保障用工需求、人员倒班
回国、物资供应、资金支持
等。”总书记的话语，情真
意切、暖人心田。

中 国 有 句 古 话 ：执 大
象，天下往。共建“一带一
路”，符合历史大势、符合
时代潮流，符合中国与世
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因而 8 年来展现出愈加旺
盛的生命力、愈加强劲的
磁吸力。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
总书记为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擘画新图景，再次传
递积极信号：中国愿与各方
一 道 ，同 舟 共 济 、共 克 时
艰，共创机遇、共享繁荣，
让这一东方倡议更多造福
各国人民。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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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IM两岸青年影展收官
多部台片入围获奖

中 新 社 平 潭 电
2021IM 两 岸 青 年 影 展 扶
持表彰大会 20 日晚在福
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竹
屿湾影视基地举行，多部
台湾青年导演短片入围
并获奖。第二届 IM 两岸
青年影展随之收官。

IM 两岸青年影展以
扶持两岸高校青年影像
创作力量为目标。本届
影展奖金总计 324.5 万元
( 人 民 币 ，下 同)，号 称 全
球短片类影展的最高奖
金。

北 京 电 影 学 院 导 演
系研究生艾麦提·麦麦提
的《手 风 琴》，获 评 本 届
影展最佳影片。在 30 岁
时 获 得 30 万 元 奖 金 ，令
这位出生于新疆、“已经
找了一份工作”的青年导
演，“有了勇气继续写剧
本”。

美 国 电 影 学 院 导 演
硕士专业的毕业生闫好
好 作 品《 黄 真 真 的 演
讲》，用影像记录 2003 年
的中国非典记忆，入围多
个奖项并斩获麒麟评委
会大奖。

台 湾 艺 术 大 学 电 影
研究所毕业的高士文邀
请两位素人小朋友出演
的《好 学 生 阿 强》，反 思
刻板印象和标签化对青
少年的影响，获评麒麟最
佳导演。而多部台湾作
品入围多个奖项并获奖，
更是引人瞩目。

就 读 于 台 湾 艺 术 大
学影音创作与数位媒体
产业的陆生梁璐璐，在短
片《多美的结》中探索多
线叙事和多重角色，展现
台北多族群多元文化共
存的样貌。该片获评新
锐剧情短片。

自 台 北 艺 术 大 学 电
影创作学系毕业的孙明
宇的《把风》、北京电影学
院台生张伯铨的《你要去
哪里》、台湾艺术大学葛
德丰的《为安》、台湾朝阳
科技大学王岑瑜的《白色
燕尾》、香港城市大学台

生杨仁的《当你老了》、台
中静宜大学林俞华的《终
点之前》，皆获评麒麟优
秀短片。

赴 台 湾 高 校 深 造 的
陆生袁海涛参加本届影
展“生生不息”创作训练
营，亦以《迷失的拨浪鼓》
获优选提案，获得不菲的
扶持奖金。

此 次 代 携 七 部 台 湾
学生作品，冲破疫情阻隔
抵达本届影展现场的梁
璐璐告诉中新社记者，台
湾青年导演们异常珍惜
此次影展，她连续三天沉
浸在展映作品中，不断通
过社交媒体向台湾青年
导演们即时反馈现场反
应，“每一处良性的互动
和肯定，都会让青年导演
们今后走得更远。”

本 届 影 展 作 品 主 题
多样，有藏语盲文的温暖
照顾，有养老院的人道关
怀，有残障人士的内心世
界，有负笈美国的留学生
涯，有以色列年轻人的生
存 状 态 …… 这 些 令 复 审
评 委 、入 行 40 年 的 台 湾
资深导演李佑宁感慨“眼
界 大 开 ”。 他 坦 言 ，“ 年
轻世代编导的首要任务，
就在于选择什么人物与
故事情节的挑战”。

“本届影展鼓励两岸
青年关注社会现实，获得
两岸共鸣。”IM 两岸青年
影展创始人、福建省广播
影视集团卫视中心主任、
东南卫视总监洪雷说，后
疫情时期，电影人的热情
不减；此次影展“数量更
多 ，质 量 更 好 ”，1376 部
征 片 来 自 全 球 260 所 高
校，其中台湾高校 26 所，
台湾征片数量 103 部，数
量均有增长。

“直面内心情感，无
畏地用影像书写。”IM 两
岸 青 年 影 展 评 委 会 主
席、知名导演王小帅说，
期 冀 影 展 的 扶 持 和 表
彰 ，能 够 让 更 多 青 年 导
演拍出自己的作品并坚
持拍下去。

解放军军机上午四度出现，并强力回呛并强力回呛
“台湾地区飞机，我们在执行必要性任务要性任务！”！”

【环球网报道】台湾省
绿媒《自由时报》消息，解
放军军机近期连续“袭扰”
台湾西南空域，21 日上午 4
次进入台西南空域，并强
力回呛“台湾地区飞机，我
们在执行必要性任务！”

报道声称，根据广播及
航迹记录，解放军军机 21
日 上 午 8 时 45 分 、8 时 54
分，9 时 3 分、9 时 54 分，四
次 进 入 台“ADIZ（西 南 空
域）“，高度 2000 米，台空军
在空警戒并广播驱离云云。

报道提到，在台空军其
中一次“驱离”过程，解放
军更回呛“台湾飞机！台
湾地区飞机，我们在执行
必要性任务！”完全无视台
军“撤离”喊话，台军各基
地也“紧急升空因应”。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
边的军事行动，东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张春晖此前曾
表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战备
巡航完全正当合法，是针

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
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
要行动。张春晖强调，战
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挫

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
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
地区和平稳定。

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三
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中国外交部：决定将中国-立陶宛
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环球网报道】“ 莫 里
森把中国‘威胁’变成了选
举的楔子。”《澳大利亚金
融评论》21 日的评论文章
一针见血。

文 章 称 ，随 着 选 举 的
临近，莫里森政府借用澳
大利亚前总理孟席斯和霍
尔特在越南战争期间的联
盟剧本，将澳外交政策作
为 与 工 党 对 抗 的 关 键 楔
子。民意调查也似乎证实
了 对 这 种 循 环 利 用 中 国

“威胁”的支持。
“ 尽 管 有 人 可 能 不 赞

成这种做法，但它的后果
无疑是重大的，澳大利亚
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为此付
出代价。”文章说。

将澳美同盟关系提升
到新水平、推动“四方安全
对话”、通过美英澳 AUKUS

“安全伙伴关系”……莫里
森任下政府的“外交成就”
充满敌视中国的意味。

“ 那 么 ，请 反 思 一 下 ，
当一位无情的政客利用对
亚洲大国的敌意登上新闻
头条时，可能会出现什么
不可预见的后果。”文章发
出质问。

文 章 说 ，莫 里 森 政 府
现在对持续恶化的美中关
系进行投资，心甘情愿地
卷入华盛顿对华的军事谋
算中，堪培拉也再次陷入
过度曝光、孤独的突出地
位。

“现在，所有事情都要
透过‘中国威胁’这一棱镜

所看待。与太平洋、东南
亚国家和日本的关系都不
能从它们自己的角度来看
待。所有这些都被淹没在

‘反击’北京的政治活动，
以及澳大利亚作为‘对抗’
中国的榜样的明显满足感
之下。”

文 章 还 说 ，澳 大 利 亚
执政联盟在国内政治中利
用中国的做法本来就很危
险，如今，这种做法更是近
乎“有毒”，因为它忽视了
对 亚 裔 澳 大 利 亚 人 的 影
响。“或许我们可以正确地
表达对中国如何展示其实
力的不安，但澳大利亚也
必须鼓起勇气照照镜子。”

结 尾 部 分 ，文 章 还 将
莫里森的对华政策与往昔
澳政府进行对比。

文 章 说 ，莫 里 森 继 承
了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
科廷和罗伯特·孟席斯的
衣钵，但在最近与法国总
统马克龙的争执中，莫里
森的反应有点像澳亚前总
理麦克马洪对 1971 年美国
对华政策突然改变而束手
无策的反应。“同样暴躁的
掩饰和狂风般的空虚。”

“请想一想，当一个无
情的政客选择利用对亚洲
大 国 的 敌 意 登 上 新 闻 头
条，而不是为澳大利亚在
该地区的地位与和平制定
一项长期战略时，可能会
发 生 什 么 不 可 预 见 的 后
果。”文章最后再一次发出
叩问。

对中国展示实力感到不安
澳大利亚“应该照照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