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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越新老朋友
习近平为何着重提出这三点希望？

中国国防部：美方不要用零和博弈思维臆测中国
12 月 14 日 下 午 ，中 国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
防 部 新 闻 发 言 人 张 晓 刚
大 校 就 近 期 涉 军 问 题 发
布消息。

记 者 ： 据 报 道 ，美 防
务 高 官 近 日 在 里 根 国 防
论坛上发表言论，声称中
国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
军 事 扩 张 速 度 是 二 战 以
来史上最快的，在地区军

事 行 动 和 意 图 令 人 担
忧 。 请 问 发 言 人 有 何 评
论？

张晓刚：美方有关言
论 罔 顾 事 实 、颠 倒 黑 白 ，
我 们 坚 决 反 对 。 中 国 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
防御性国防政策，发展军
力旨在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 、发 展 利 益 ，维 护 世 界
和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 我 们

敦促美方不要以己度人，
用 自 身 走 过 的 称 霸 道 路
镜像中国，用零和博弈的
思 维 臆 测 中 国 。 美 方 需
要 做 的 是 切 实 采 取 客 观
理性态度，与中方相向而
行 ，树 立 正 确 认 知 、有 效
管控分歧，以实际行动践
行有关承诺，为推动两军
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

来源：国防部发布

中国驻加使馆发言人
就加拿大涉南海问题错误言论发表谈话就加拿大涉南海问题错误言论发表谈话

新华社渥太华12月13
日电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发言人 13 日就加拿大涉南
海问题错误声明发表谈话
说，加外交部 12 日发表的
声明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对中方在仁爱礁、黄岩岛的
正当合法维权执法行动妄
加指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说，黄岩岛是中
国固有领土，仁爱礁是中国
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国对
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包括
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
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菲律宾船只未经
中方允许擅自侵闯黄岩岛
和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海
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现场
操作专业克制、合理合法。
菲方违背自身承诺侵权挑
衅在先，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的是菲方不是中方。

发言人说，南海航行自
由没有任何问题，中方一贯
尊重并支持各国依据国际
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

越自由。南海仲裁案仲裁
庭违背“国家同意”原则，越
权审理、枉法裁判，严重违
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一般国际法，所作裁决是非
法的、无效的。中国不接
受、不承认该非法裁决，不
接受任何基于该非法裁决
的主张和行动。

发 言 人 说 ，南 海 是 地
区国家共同的家园，不应
成为加拿大、美国等国谋
求 地 缘 政 治 私 利 的 狩 猎
场 。 加 拿 大 作 为 域 外 国
家，为菲方侵犯中方主权
撑 腰 打 气 ，违 反《联 合 国
宪 章》宗 旨 和 原 则 ，危 害
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
予 以 强 烈 谴 责 。 中 方 将
继 续 按 照 国 内 法 和 国 际
法 ，采 取 必 要 措 施 ，坚 决
应对任何侵权挑衅行径，
坚 定 维 护 自 身 的 领 土 主
权 和 海 洋 权 益 。 敦 促 加
方 尊 重 中 方 在 南 海 的 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
在南海制造事端、挑动对
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从芜湖到曼谷从芜湖到曼谷：：
““中国智造中国智造””单轨列车驶向海外单轨列车驶向海外

中新社北京 12 月 14
日电 13 日在越南河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越
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夫妇
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
友 好 人 士 代 表 。 在 此 期
间，习近平对两国青年提
出三点希望——同做中越
友谊的传承者、争当亚太
振兴的参与者、敢为人类
进步的开拓者。

中越山水相邻、唇齿
相 依 ，更 有 着“ 同 志 加 兄
弟”的特殊情谊。亲戚越
走 越 近 ，朋 友 越 走 越 亲 ，
中越友好根基在人民。长
期以来，中越两党两国领
导人对于推动双方合作交
流、筑牢民意基础念兹在
兹。

如在 2015 年，习近平
与阮富仲年内互访，两位
领 导 人 分 别 于 4 月 在 北
京、11 月在河内共同会见
中越青年代表。今年，阮
富仲专程赴两国边境友谊
口 岸 种 下“ 友 谊 树 ”。 习
近平此次在对越南进行国
事访问之际发表署名文章
时指出“我们坚持以谊相
亲”，并强调“中越关系的
根 基 在 人 民 、血 脉 在 人
民、力量在人民”。

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
的学者称，在双方宣布中
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的
关键时刻，两党两国领导
人会见中越新老朋友，重
温来时之路、夯实初心之
坚，有助于为赓续传统友
谊 注 入“ 青 春 力 量 ”。“ 三
点希望”更为双方如何赓
续友好、携手更上一层楼
指明方向。

习近平此次会见中越
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
时 ，从 回 首 过 去 、立 足 当
下等不同维度讲述中越友
好故事。其中，既有胡志
明主席开展革命活动、洪
水 将 军 参 加 中 国 红 军 长
征、广西育才学校为越南
培养万余名学生等那段峥

嵘岁月难以磨灭的历史记
忆，也有新时代以来双方
在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取
得的丰硕成果。

“中越‘同志加兄弟’
的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关
系发展的宝贵财富，这来
之不易，经过无数人的努
力，更经历了鲜血锻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潘 金 娥
说，中越加强团结合作是
战胜前行道路上一切风险
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重要历史经验，唯有
铭记在心，才能更好地解
决现实问题、探索未来路
径。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
学院教授宋清润表示，中
越民间友谊源远流长，也
正 是 植 根 于 中 越 传 统 友
好，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才
能顺利进入新阶段。另一
方面，携手构建具有战略
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必
须进一步筑牢民意基础，
这也是中越领导人着眼继
承传统友谊、续写友好新
篇的应有之义。

对于两国各界友好人
士特别是青年一代，习近
平希望他们成为“中越友
好 征 程 的 领 跑 者 ”，并 为
实现各自国家百年奋斗征
程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 越 命 运 共 同 体 贡 献 力
量。中越双方代表亦在会
见现场表示，将传承弘扬

“ 同 志 加 兄 弟 ”的 传 统 友
谊，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
体作出积极努力和贡献。

“ 无 论 是 各 自 事 业 发
展 ，还 是 双 边 关 系 拓 展 ，
都离不开友好人士特别是
青 年 一 代 的 努 力 。”中 国
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专家
杨丹志说，在两党两国领
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越
民间各界料将密切交往交
流 、加 强 互 学 互 鉴 、深 化
互信友谊。

外界注意到，此番面
向中越新老朋友，习近平
不仅限于双边关系，还从
亚太、全球等层面对青年
提 出 希 望 ，寄 语 他 们“ 共
同为建设和谐繁荣的亚太
地 区 作 出 更 大 贡 献 ”“ 为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声，
为 推 动 全 球 发 展 进 步 出
力”。

潘金娥分析说，今年
适逢中国践行亲诚惠容周
边外交理念 10 周年，这些
论述既彰显了中越同属社
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
政党胸怀天下的特点，也
因应时势变化、回应外部
关切；既有助于青年一代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团结奋
进 、勇 担 责 任 ，也 有 助 于
汇聚更多正能量，形成推
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中坚力
量。

值得注意的是，中越
双方近期围绕交通运输、
地方合作等多个领域，签
署一批合作文件。受访学
者认为，在两党两国领导
人锚定构建命运共同体新
航向的基础上，通过一系
列具体务实举措，必将促
中越人文领域焕发新的活
力。

“ 中 方 在 2022 年 宣
布 ，未 来 5 年 向 越 方 提 供
不少于 1000 个中国政府奖
学金名额和不少于 1000 个
国 际 中 文 教 师 奖 学 金 名
额 。”宋 清 润 介 绍 身 边 教
育事例时说，许多来华留
学的越南师生提升了自身
能力，直观全面地了解中
国，不少中国高校学生也
在积极赴越南交流学习，
他们都已成为推动中越友
好的新生力量。

“今年以来，两国人员
往来迅速恢复，前 10 个月
中国赴越游客超过 130 万
人 次 。”杨 丹 志 援 引 数 据
指出，随着两国跨境互联
互通升级，特别是边境智
慧口岸建设提速，将极大
助推人文交流。他还以中
越边民大联欢为例说，以
互 动 促 进 互 信 、增 进 友
谊 ，“ 日 益 密 切 的 人 文 交
流如同涓涓细流，终将汇
聚成友好交往的长河，让

‘ 共 饮 一 江 水 ’的 中 越 民
众不断获益”。

当地时间 12 月 13 日下午，在结束对越南进行国事
访问即将启程回国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夫人吴
氏敏话别。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习近平夫妇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夫妇话别

10月18日，一辆单轨列车行驶在安徽芜湖市银湖上
方。泰国曼谷是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之一，当地人把这
座城市的高架轨道交通系统称为“曼谷天铁”。2023年下
半年，由位于安徽芜湖的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公
司生产并提供的单轨道列车“天铁黄线”在曼谷正式运
营，11月同样由该公司生产并提供列车的“天铁粉线”也
在曼谷开始试运行。“中国智造”从中国芜湖来到泰国曼
谷，让曼谷近郊与市中心的连接更为紧密，丰富城市面貌
的同时，也为当地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国安徽芜湖历史悠久、人文荟萃。2021年 11月，
芜湖市轨道交通1号线开通运营，“半城山水”的芜湖进
入立体交通时代。近年来，芜湖市积极培育交通产业链
集群，逐步形成以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为龙头，整车制造、牵引等领域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体
系。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代表之一，“中国智造”列车
正加速驶向海内外。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敦促美方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
12 月 14 日 下 午 ，中 国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
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记者：据报道，中方批
评美“吉福兹”号濒海战斗
舰非法闯入仁爱礁邻近海
域后，美方称将继续依据国
际法在包括南海和台湾海
峡在内的国际水域活动。
12 月 6 日，美海军一架反潜
巡逻机穿航台湾海峡。请
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张 晓 刚 ：中 国 对 包 括
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
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美方军舰未经中
国政府授权，非法闯入仁
爱礁邻近海域，严重损害
中方主权和安全，违反国
际 法 和 国 际 关 系 基 本 准
则 ，破 坏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
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
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
飞越权利，但坚决反对任
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

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
动。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美方在任
何时候都不要试图挑战中
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坚定意志。根据《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
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分
别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
连区和专属经济区，根本
不 存 在 所 谓 的“ 国 际 水
域”。国际海洋法上也根

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美国声称台湾海峡是“国
际水域”，是在为操弄台海
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
制造借口。中方对此坚决
反对。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在
台海和南海问题上谨言慎
行，停止挑衅滋事，以实际
行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
重要共识，为两军关系健
康 稳 定 发 展 营 造 有 利 氛
围。 来源：国防部发布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
新华社北京12月 14日

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
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人
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
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
是人间大爱善行，关系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关系生命伦
理和社会公平，是国家医学
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志。2007 年颁布施行
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
促进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
年来，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
面临一些新情况、新形势，
为了更好地保障器官捐献
和移植事业健康发展，在总
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进行
了修订。

一是强化对器官捐献
的宣传引导，进一步推动器
官捐献工作。将条例名称
改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
条例》，进一步凸显器官捐
献的重要性。坚持自愿、无
偿原则，依据民法典完善器
官捐献的条件和程序。强
化对器官捐献的褒扬和引
导，加强宣传，组织开展遗
体器官捐献人缅怀纪念活
动，培育有利于器官捐献的
社会风尚；规定患者的配
偶、直系血亲等亲属曾经捐
献遗体器官的，申请器官移
植手术时，同等条件下优先
排序。推动器官捐献工作
体系建设，加强器官捐献组
织网络和协调员队伍的建
设和管理。

二是完善器官获取和
分配制度，实行全流程管
理。规定医疗机构从事遗
体器官获取应当具备的条
件和开展遗体器官获取服
务应当遵循的要求。细化
获取器官前的伦理审查要
求，规定获取遗体器官的见
证程序。完善遗体器官分
配制度，规定遗体器官分配
应当符合医疗需要，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原则，通过国
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建立的
分配系统统一分配，要求定
期公布遗体器官捐献和分
配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建
立绿色通道工作机制，高
效、畅通运送遗体器官。

三是加强器官移植技
术应用管理，保障医疗质
量。明确医疗机构和执业
医师从事器官移植应当具
备 的 条 件 ，严 格 准 入 管
理。进一步规范资质审批
流程，提升审批质效。定
期对医疗机构的器官移植
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
估，完善退出机制。规定
进行器官移植应当遵守伦
理原则和技术临床应用管
理规范，采取措施降低风
险，保障医疗质量。规定
器 官 移 植 手 术 的 收 费 范
围，对遗体器官获取服务
按照成本收费，要求制定
收费原则和标准，加强财
务管理。

此外，完善了法律责
任有关规定，加大处罚力
度，严厉打击器官捐献和
移植领域的违法行为。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为中部非洲提供更多支持
新华社联合国 12 月

13 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
副 代 表 戴 兵 13 日 在 安 理
会中部非洲问题公开会上
发言，呼吁国际社会为该
地区提供更多支持。

戴 兵 说 ，中 部 非 洲 地
区国家在维护政治稳定、
完善国家治理等方面作出
大量努力。中部非洲不少

国家减贫和发展的挑战突
出，中方支持联合国驻中
部非洲地区办公室更加重
视并积极从发展视角推动
解决冲突根源性问题，为
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探索更
有 效 的 路 径 和 方 案 。 他
说，国际社会要支持地区
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
展道路，尊重地区国家主

权和主导权。
他 说 ，该 地 区 反 恐 行

动取得重要成果。中方支
持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
体引领地区国家树立共同
安全理念，加强集体安全
机制建设，合作应对安全
挑战。国际社会要在反恐
能力建设、安全部门改革、
解武复员等方面提供更多

资金和技术支持。国际社
会要继续支持地区国家反
海盗行动，探讨开展联合
执法、联合护航等合作，维
护地区海上安全。

另外，戴兵表示，中方
重视气候变化给该地区带
来的挑战，呼吁国际社会，
特别是发达国家为中部非
洲国家提供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