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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单边
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
上发帖表示，将研究几个工会组织针对中国补贴造船
厂的请愿书。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4日说，
中方坚决反对无视世贸组织规则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
行为。

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何亚东
说，美方有关组织对中方的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已
有多份报告指出，美国造船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过度保
护。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得益于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加
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美方将自身产业发展
问题归咎于中国，缺乏事实依据。

“我想强调的是，美‘301条款’系典型的单边主义措
施，违反世贸组织基本原则，是对多边规则的公然无视
和破坏。美方此前采取的对华‘301条款’措施已被裁定
违反世贸规则。”何亚东说，希望美方谨慎决策，不要重
蹈覆辙。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进展，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绑匪索要巨额赎金
尼日利亚总统禁“私了”

尼日利亚北部卡杜纳州上周遭绑架的200多名学生
至今下落不明。武装人员12日打电话索要巨额赎金，但
尼总统博拉·提努布下令安全部队全力营救，不得支付
赎金。

本月7日，一伙武装人员在卡杜纳州奇孔地区库里加
镇绑架超过250名学生和数十名教职员工。代表遭绑架
学生家庭的社区人员贾布里勒·阿米努12日接到绑匪来
电，后者索要 10亿奈拉（约合 62万美元）赎金。阿米努
说：“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自绑架之日起20天内支付
赎金，如要求得不到满足，将杀死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

绑匪索要的赎金相当于每名人质超过2000美元，高
于该国人均年收入。

尼新闻部长穆罕默德·伊德里斯 13日说，总统提努
布已命令安全部队确保人质安全获救，且不得支付任何
赎金。 新华社特稿

以军袭击加沙北部和
中部致至少16人死亡
据新华社加沙3月14日电（记者 柳伟建）据巴勒斯

坦通讯社 14 日报道，以色列军队 13 日夜间至 14 日凌
晨袭击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多个地区，造成至少 16人
死亡。

报道说，以军13日夜间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
救援物资领取点发动袭击，造成至少 7人死亡、86人受
伤。此外，以军14日凌晨对加沙地带中部布赖杰难民营
一处住宅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15人受伤。

公益广告

（上接一版）当地时间 2023 年 11 月 15 日，
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
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时，指明提出全
球文明倡议的要旨所在。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乘坐在同一
条大船上。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全球性挑
战，各国理应超越历史、文化以及地缘和制度
的差异，共同呵护好、建设好这个人类唯一可
以居住的星球。

2013年 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中国方案。

为破解发展难题，习近平主席 2021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首提全球发展倡议；为应对
持续复杂变化的国际安全局势，习近平主席
2022年 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
出全球安全倡议；着眼人类文明进步，习近平
主席 2023 年 3 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自
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彼此呼应、相辅相成，从发展、安全、文明
三个维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
实支撑。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习近平主席用四个“共同倡导”对全球文

明倡议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为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指明路径。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
历史上，中华民族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

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谱写万里驼
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创造万国衣
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当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植
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的全球文明倡议
应时而生。

全球文明倡议既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

客观现实，又努力寻求各种文明间的最大公

约数；既重视文明传承，又鉴往知来，合力探

索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加强国际人

文交流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说，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为

世界提供了重要公共产品。当这些倡议被追

求和平与发展的人们所接受时，一条通向共

同繁荣的道路就出现了。

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注入中国
力量

“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

互学互鉴，创造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书写了

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华章。”
2023年 5月 18日晚，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彭丽媛在陕西省西安市大唐芙蓉园为出席中
国－中亚峰会的中亚国家元首夫妇举行欢迎
仪式和欢迎宴会。深厚的历史渊源、悠久的
文明传承、共同的伟大梦想，将中国同中亚五
国团结在一起。

“中亚国家高度评价并愿积极践行中方
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
文明倡议”……中国－中亚峰会发表的《西安
宣言》，折射出中国理念的广泛影响力。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年来，中方积极致力
于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促进心与心相通，启人文交流新篇——
中国广州，古琴演奏《流水》余韵悠长，

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
晤，共话“高山流水觅知音”的相处之道；

美国旧金山，面向美国友好团体，习近平
主席宣布未来 5年愿邀请 5万名美国青少年
来华交流学习；

越南河内，习近平总书记同越共中央总
书记阮富仲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
士代表，强调中越友好的根基在人民、未来在
青年……

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
席身体力行，致力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
与信任，夯实各方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

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联盟大会……一年来，中方不遗余力为
不同文明平等对话搭建平台，奏响“软联通”

“心联通”的交响乐，契合着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激扬起
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合力。

尊重文明多样性，彰显开放包容胸怀——
世界上有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

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
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
多彩。

面对个别势力炮制“文明冲突论”“文明
优越论”等论调，中国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
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各
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
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指出，“多样文明
和谐发展是地区国家人民的美好愿景”；

主持中国－中亚峰会，习近平主席指出，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文明互鉴”；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
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弘扬海纳百川
的精神，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合共
生”……

俄罗斯知名东方学家扎哈罗夫表示，中
国提倡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将
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不寻求将其思想变成
所有人的教条。

“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倡议合作，促进
不同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破交流壁
垒，赓续人类文明的薪火。”习近平主席在
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
彰显中国的大国胸怀。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点亮文明交融之光——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无价之宝。”2023年

金秋，漫步于燕山脚下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
央总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通伦发出赞叹，感慨中国对保护传统文化
的重视。

文明，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
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
俱进、勇于创新。

今天的中国，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
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
为。这一年，中国同各国携手，积极挖掘各国
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
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红海之滨，中沙联合考古队“唤醒”沉睡
千年的历史遗迹，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
提供了考古实物资料；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
中埃联合考古队让神庙实地景象和出土文物
重现于世人面前……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发出时代强音。

携手共赴实现世界现代化的
美好明天

“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

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

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

主席深刻指出。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2023年 12月 3日，一场以中华五千年文

明史的实证——良渚遗址命名的论坛在杭州

举办，令世界瞩目。习近平主席向首届“良渚

论坛”致贺信。贺信中，“推动不同文明和谐

共处、相互成就”的真诚希冀，令现场中外嘉

宾心潮澎湃。

观察人士注意到，2023年 12月，习近平

主席在 2 日、3 日、4 日连续三天内，分别向

2023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首届

“良渚论坛”、“2023从都国际论坛”致贺信。
“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努力，实现和平发展、
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相互尊
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
确道路”；“坚持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合作共
赢，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建设更加美好
的世界”……一封封贺信，传递出中国同世界
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诚挚意愿。

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6万亿元，
一批重大产业创新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新征程
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图
景，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也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实现各自现代化注入强大信心、提供有力
借鉴。

“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
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
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习近平主席说。

从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三
大全球倡议落实见效，从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到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作为人类文明新
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
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新时代中
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必将为促进
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2024年 1月，
在一场关于全球文明倡议的专题研讨会上，
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副校长纳阿拉由衷感
慨，全球文明倡议证明了合作的力量和各国
在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责任，这必
将为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注入强大动力。

拉脱维亚前总统弗赖贝加说，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主张顺应大势，旨
在推进合作伙伴的共赢合作，使得人们在多
边主义的机制下实现和平、相互尊重、共同繁
荣；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巴中学
会主席穆沙希德表示，相信在中国的持续推
动下，各国携起手来，一定能够建设一个更加
美好、和平、繁荣的世界；西班牙前首相萨帕
特罗认为，如果尊重所有的文明，就能共同建
设以理解与和平为标志的人类文明。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
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这
是一个拥有璀璨文明的大国的历史担当，更
是中国矢志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
庄严承诺。

记者 孙奕 温馨 成欣马卓言 袁帅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全球合作共识
——写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