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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
电 12 月 8 日，中国国家主
席 习 近 平 向 2021·南 南 人
权论坛致贺信。

习 近 平 指 出 ，人 权 是
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呵
护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人
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坚持
人民至上，把人民对美好

生 活 的 向 往 作 为 奋 斗 目
标，是时代赋予世界各国
的责任。

习 近 平 强 调 ，中 国 共
产党始终是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政党。中国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放
在首位，以发展促进人权，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
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

功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
的人权发展道路，推动中
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显著成
就，14 亿多中国人民在人
权保障上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人
权实践是多样的。世界各
国人民应该也能够自主选
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
展道路。中国愿同广大发

展中国家一道，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为促进国际人
权事业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2021·南南人权论坛当
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人
民至上与全球人权治理”，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
交部共同主办。

中新网北京12月8日
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 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
询时说，中方乐见俄美之
间沟通对话、改善关系。

会上有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记者就俄美首脑会晤
一事提问。汪文斌说，中
方认为，俄罗斯和美国都
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
事国和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的大国，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负有重要责任。

“中方乐见俄美之间
沟通对话、改善关系，这有

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有利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
共同挑战。”汪文斌说。

中方谈俄美首脑会晤：
乐见俄美之间沟通对话、改善关系

12 月 8 日 ，中 国 国 家
主席习近平致电奥拉夫·
朔尔茨，祝贺他当选德国
联邦总理。

习 近 平 指 出 ，中 德 两
国互为全方位战略伙伴，
多年来坚持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合作共赢，办成许

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以
及世界的大事。面对百年
变 局 和 世 纪 疫 情 交 织 叠
加，中德加强沟通和合作，
共同支持全球抗疫，推动
经济复苏，展现了大国责
任和担当。我高度重视中
德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

努力，以明年两国庆祝建
交 50 周年为契机，巩固并
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
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德关
系迈上新台阶。

同 日 ，中 国 国 务 院 总
理李克强致电祝贺朔尔茨
当选德国联邦总理，表示

中德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
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
期待同你建立并保持良好
工作联系，进一步巩固政
治互信，充实中德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
中德友好互利合作，再创
佳绩。

习近平致电祝贺朔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

中新社乌鲁木齐 12月
8 日电“务工赚钱多、条件
也好，谁不愿意去？如果
被强迫，我怎么还介绍我
的老婆去务工？美西方反
华 势 力 说 我 们 被 强 迫 劳
动，这简直是胡说八道！”7
日，新疆阿克苏市务工人
员麦合木提·麦提喀森如
是说道。

当日，新疆驳斥“强迫
劳动”专场新闻发布会在
此间举行，邀请各地各行
业代表，介绍新疆少数民
族自愿就业、体面劳动的
事实，驳斥美西方反华势
力炮制的所谓“强迫劳动”
谎言谬论。

2019 年 7 月 ，麦 合 木
提·麦提喀森在招聘会上
看到一家果品加工企业招
工，就到该公司应聘，并签
订了劳动合同。他先参加
为期半个月的培训，然后
上岗，每月能拿到 3300 元
(人民币，下同)。另外，该
公司实行绩效工资考核，
干得多、赚得多。“公司还

给我们缴‘五险一金’，生
病住院时，除国家报销的
医疗费外，公司还额外报
销 20%的医疗费。尝到在
企业就业的甜头后，我就
动员老婆也到公司应聘上
班。明年我们准备买个楼
房。”

新疆服装 (服饰)行业
协会副会长乌布力艾散·
乌布力喀斯木称，新疆服
装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与员工在平等
自愿的前提下签订劳动合
同；在薪资分配中，均实行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
公平分配原则，企业根据
员工生产任务完成情况，
支付相应的薪酬待遇，并
按时足额缴纳“五险”。例
如，喀什地区适龄劳动力
到企业务工后，人均年收
入平均在 3 万元以上，远远

高于务农收入。
“ 新 疆 服 装 企 业 充 分

尊重少数民族员工的择业
自由和人身自由，充分尊
重和保障他们的宗教信仰
自由权利，充分尊重和保
障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文
字的权利，充分尊重和保
护他们的风俗习惯。企业
为少数民族员工提供免费
食宿；购置文体娱乐用品，
组 织 开 展 文 艺 晚 会 等 活
动，不断丰富他们的业余
文化生活。”乌布力艾散·
乌布力喀斯木说。

吐孙江·吐鲁甫是泽
普 县 原 教 培 中 心 结 业 学
员 ，曾 是 一 名 货 运 司 机 。
他回忆称，当时，一些人经
常蛊惑他去参加地下讲经
活动。慢慢地，他开始寻
找非法出境通道，甚至准
备“圣战殉教进天堂”。“家
人看到我整天沉迷于观看

暴恐音视频，非常担心，就
劝我去教培中心参加学习
培训。”

2019 年 8 月，吐孙江·
吐鲁甫结业后，凭着自己
在教培中心学到的计算机
知识，应聘到一家信息科
技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从普通员工晋升到了中层
管理岗位，每月工资 5000
元左右。2021 年 1 月，他开
始自主创业，成立了自己
的科技信息公司。

“现在的我，事业小有
成就，找到了女朋友，准备
今年年底结婚。我觉得我
是 幸 运 的 ，也 是 幸 福 的 。
我的教培中心同学也都认
为，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到
教培中心学习，都不敢想
象 我 们 会 变 成 什 么 样 的
人，是教培中心把我们从
宗教极端思想的泥潭中解
救出来。美西方反华势力
诬称原教培中心强迫学员
劳动，纯粹是无中生有，别
有用心。”吐孙江·吐鲁甫
驳斥道。

新疆民众驳斥美西方反华势力
炮制的所谓“强迫劳动”谎言谬论

中日韩签署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
期推动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解决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

电 记者 8 日获悉，在第二
十二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
议上，通过并共同签署了
《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
动计划 (2021－ 2025)》，中
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强调，该行动计划是下一
阶段三国环境合作的实施
蓝图，期待三国围绕共同
关注的重点问题开展务实
合作，切实推动全球和区
域环境问题的解决。

第二十二次中日韩环
境部长会议 7 日以视频形
式举行。中国生态环境部
部长黄润秋、韩国环境部
部长韩贞爱、日本环境大
臣山口壮分别率团出席会
议，交流本国环境政策和
最新进展，探讨三方环境
领域合作前景，并就共同
关心的区域和全球环境议
题交换意见。

会议通过并共同签署
了《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
行动计划(2021－2025)》和
《第二十二次中日韩环境
部长会议联合公报》。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
中国政府始终把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摆在
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开

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
性、长远性工作。同时，中
国全面参与国际环境合作
和全球环境治理，积极推
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成
功召开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 会 (COP15) 第 一 阶 段 会
议，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
际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不断拓展区域环境
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黄润秋指出，保护生
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
推动疫后绿色低碳复苏，
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时
代课题。中方愿继续与韩
日一道，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践行多边主义，
用好包括“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在内的合作
平台，推动“中日韩+X”生
态环保合作，加强绿色发
展经验分享，为东北亚乃
至更大区域实现可持续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
机制开始于 1999 年，旨在
落实三国首脑会议共识，
探讨和解决共同面临的区
域环境问题，促进本地区
可持续发展。会议在三国
轮流举办。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
电 新华社记者 放眼世
界，贫富分化、极化政治、
治理失灵、国际霸凌等种
种现实危机令人不安，也
折射出“自由主义民主的
贫困”；审视中国，社会主
义民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奇迹，历史性地消灭
了绝对贫困，人民对生活
更加美好充满信心。中国
做对了什么？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7 日向全球发布《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
民 主 自 由 人 权 的 中 国 实
践》报告，解码中国举世瞩
目的成就背后，14 亿多人
追求民主、自由等全人类
共同价值和人权理想所走
出的道路和发现的道理，
得出一系列重要发现。

——中国从民主的真
谛出发，立足自身实际和
文化传统，探索出人民当
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之路，“全过程人民
民主”是对人类民主的守
正创新。

——中国的民主路径，
是以政党领导人民建立新
国家，确立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开启国家现代化进
程。作为“使命型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亿万
人 民 凝 聚 为 一 个 有 机 整
体，解决了落实人民主权
的“超大规模民主难题”。

——民主、自由和人权
的中国实践，形成了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治理思想与方
法，解码中国民主的“致治”
之道，或可将先进政党、人
民至上、聚焦发展喻为三大

“关键应用”。

——中国共产党将一
切政治行动都以人民整体
利益为基本取向，让民主回
归人民的逻辑，让自由成全
人的全面发展，让幸福成为
人权的最高标准，开辟了国
家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
判断制度成色的“试金石”

当代西方学者反思“自
由主义民主”出现的种种问
题和乱象，指出“不能回应
民意的民主是无效的民主”

“理想的民主是选民对政治
议程的最终控制”，良治社
会有赖于国家治理能力。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报告指出，中国社会呈现出
高“治商”特点，其标准体现
为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
幸福感，对应的是国家治理
的安民、富民、乐民能力。
报告从比较政治学视角，分
析了中国民主在实现良治
目标上的效能和优点。

致善政的“治理型民
主”。它有三个要素，即：社
会充分参与—国家自主性
回应—负责任决策及其有
效执行。中国的“治理型民
主”不但重视政治过程的民
主，更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果
即“良政”。

有活力的“效率型民
主”。体现于治国理政各方
面的民主集中制，让中国充
满活力又极具执行力。它
既强调充分发扬民主，激发
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又重视正确地集中——
在民主基础上集思广益，形
成科学决策并付诸实际行
动。

汇众智的“动力型民
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被中

国共产党视为立于不败之
地的强大根基。没有民主，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奇迹。
中国梦，为中国人追求民主
自由和发展人权事业描绘
出崭新愿景，也将激发人民
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可检验的“系统性民
主”。这体现为中国提出的

“八个能否”民主标准：国家
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
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
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
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
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
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
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
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
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
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
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
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
约和监督。

政治学者认为，“八个
能否”民主标准总结了中外
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
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原则，反
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系统性。
落实人民主权的“新形态”

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
“民主”一词，意为“人民的
统治”。现代民主以追求平
等与公正为核心。“民主”的
中国表达——“人民当家作
主”，已经具体而现实地变
成了造福 14 亿多人民的实
践。

报告指出，“全过程人
民民主”是中国民主的基本
特征，它超越“少数人民主”

“一次性民主”“伪全民性民
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
盖地落实人民当家作主。

报告从“人怎么选”“事

怎么议”“策怎么定”“权怎
么用”4个维度，勾勒了“全
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的运
行：

不同于西方国家单纯
靠选举产生的“空降兵”式
的领导人，中国领导人的产
生要经过一个一个政治台
阶，层层选拔，出类拔萃、政
绩卓著、经验丰富，才可有
效治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国家。

百姓意见抵达国家最
高 立 法 机 关 有 了“ 直 通
车”。截至2021年 10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
立法联系点共就 126 部法
律草案、年度立法计划等征
求基层群众意见建议 7800
余条，其中 2200 余条被不
同程度吸收采纳。

中国近年医改取得明
显进展，一个重要原因是推
广了地方首创经验——福
建“三明模式”。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无论武汉“封
城”，还是全国驰援武汉，决
策原则都是“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

2012年以来，中国共产
党掀起史上力度空前的反
腐败风暴，打“虎”无禁区，
拍“蝇”不手软，猎“狐”不
止步，在制度上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
遏制了腐败蔓延势头，确保
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
民谋幸福。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
“大逻辑”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报告从历史政治学视角指
出，中国民主道路顺应历
史、理论、实践和价值逻辑，
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又立
足中国大地实现了创新性

发展。
报告指出，近代中国尝

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
多党制、总统制等多种制度
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直
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人
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
才实现从几千年封建专制
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
跃。

报告指出，以追求者姿
态踏上民主道路的新中国，
力图从现代民主价值来思
考和把握本国的民主路径，
即马克思所揭示的民主逻
辑：国家制度是人的自由的
产物，国家是“人民自己的
作品”。新中国民主实践的
社会主义取向，意味着它是
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者和
超越者。

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落实了国家“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
则。人大代表在地域、行
业、民族等结构上与整个社
会的人民结构具有整体的
对应性，确保国家权力机关
能 够 全 面 地 反 映 人 民 意
愿。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
中制，因而中国能形成治国
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
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
现象。

报告指出，良好的民主
是自由和人权的基础，抓住
民主建设的“牛鼻子”，人民
的自由和权利就有了制度
保障。新中国的建立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
上消灭了阻碍人民享有自
由的旧社会制度，人民的各
种权利得到宪法保障；改革
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
创造活力，顺着“改革开放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
共同富裕”的路线图，中国
人摆脱贫困过上富足而有
尊严的生活。

报告指出，中国民主
自由和人权实践，为实现
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可
以借鉴的重要原则：

实践原则：民主的有
效性必须通过能否解决绝
大多数人实际问题的实践
来检验和完善；

自主原则：民主自由
人权的路径选择必须基于
本国国情，外部强加的所
谓“民主改造”贻害无穷；

时序原则：促进民主、
维护自由、保障人权需要
循序渐进，不能超越社会
发展阶段搞狂飙突进；

过程原则：民主自由
人权的追求止于至善，没
有最好，只有更好。

——人类怎样走向更
加 光 明 的 未 来 ？ 报 告 指
出，有人曾以为，国家就是
最大的政治单位，世界只
是空洞的地理空间，而今
天的真相是：人类是一个
整体，居住的星球是一个

“地球村”，任何国家都无
法独善其身。

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
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人类只
有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正确
选择，才能开创更加光明的
未来。坚守全人类共同价
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为徘徊于十字路口的
世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记者：顾钱江、梁建
强、闫睿、储国强、刘丽娜、
崔峰、叶书宏、郝薇薇、刘
阳、宣力祺）

实现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做对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