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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罗毕8月 3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日前复信非洲50国学者，鼓励他们继
续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维护“全球
南方”共同利益提供智力支持。

非洲多国学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复信彰显了中方高度重
视中非学术交流，信中的鼓励令他们倍感振
奋，将与中国学者一道为推动非中合作和

“全球南方”发展不懈努力、贡献力量。即将
召开的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恰逢其时，
相信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将为整个
非洲、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切实而持久的利
益。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提供
重要发展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指出，一个追求和
平发展、矢志改革开放的中国不断发展壮大，
必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的力
量，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全球南方”发
展振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加纳智库非中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任
保罗·弗林蓬是此次联名致信习近平主席
的 63 名非洲学者之一。他说：“非常荣幸
收到习近平主席复信。在习近平主席的领
导下，中国政府有力推动中非学术交流，帮
助非洲提升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许多
像我一样的非洲学者有了更多平台与中国
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这增进了双方
学者互信，为非中合作提供了更有力智力
支持。”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且彼此关联，对
全球合作、和平共处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迫切。中国致力于推动和平共处，倡议
共同为人类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为世
界树立榜样。多个非洲国家都经历过国家动
荡的历史，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非洲人民的共
同愿望。”弗林蓬说。

埃及外交部前副部长助理马吉德·雷法
特·阿布马格德也是联名致信者之一。他对
习近平主席复信感到惊喜，反复阅读复信内
容。谈起参与给习近平主席致信的缘由，他
说：“这是因为中国成功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
现代化道路，取得惊人发展成就，我们都是见
证者，对此有切身感受，并为之由衷赞叹。”

“我们钦佩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
国致力于高质量发展，注重提升人民福祉。
我们钦佩中国的伟大开放实践，它架起中国
同世界各国的合作桥梁。所以，我们在信中
也表示，希望有一天，通过与中国合作，我们
的国家也能取得像中国一样的成就。”阿布马
格德说。

另一名联名致信者、坦桑尼亚达累斯萨
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说：

“中国的发展方式，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道路，强调和平发展、国际合作和互利共赢。
这一发展方式主张避免冲突、通过外交方式
解决问题，促进了全球和平正义。中国和非
洲是实现各自现代化目标的理想合作伙伴。
双方都致力于实现和平、包容、可持续的发
展。中国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为非洲国家
提供了宝贵经验。”

莫西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国家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机遇，特别是在基
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领域，对于实现经济复
苏、解决发展不平衡等全球挑战也至关重
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有力实例，它
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促进了这些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

一同参与联名致信的喀麦隆中国文化中
心创始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影
视中心执行主任罗德里格·塔灵从小就对中
国文化感兴趣，后来到中国留学，以他为主角
的纪录片即将在中国上映。

塔灵认为，中国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将
现代性与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呼吁不同文明
以各自方式发展繁荣，为促进文化多样性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中国积极推动建设多
极化世界，为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作出
贡献。

“非中合作已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
故事之一”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强调，中国和非洲

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
形势，中国和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加强
团结合作。

阿布马格德对习近平主席复信强调中非
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深表认同。他说：“非中合
作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非洲方面迫切需
要借鉴中国丰富的发展经验。中国有能力、
也有意愿将现代技术和先进产业在非洲本地
化，为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建设
作出贡献。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将增强双方
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能力。非中双方都渴
望加强团结合作。”

乌干达独立智库发展观察中心主任阿
拉维·塞曼达说：“当我们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时，它始终基于价值观相近、真诚、共同利
益、相互尊重、互利合作。中国是一个尊重
你观点的朋友，总是询问非洲的需求，帮你
解决问题，而不是强加自己的意愿。我们的
关系是兄弟般的，尊重彼此的独立性和实际
情况。”

联名致信的非洲专家之一、埃塞俄比亚
政策研究所传播与出版顾问巴勒乌·德米西·
科贝德说：“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非中
合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不断向前发
展。”

“非中关系在过去十余年里充满活力，
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特别
是在非洲的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改善了
互联互通，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非洲经
济增长。”科贝德说，“非中关系呈现出双边
友好、多边友好、整体友好的特点，各领域合
作广泛开展。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非洲的最
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呈指数级增长，非中
合作为非洲新兴国家开辟了新市场，提供了
新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表示，新一届中非
合作论坛峰会即将召开，中非双方领导人再
次齐聚一堂，共商中非合作大计，将开辟中非
关系更加壮丽的前景。

塞内加尔中国问题专家阿马杜·迪奥普
指出，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一系

列造福非洲大陆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
施，加强了非中之间在外交、经济、商业、文化
和卫生等领域的联系。“中国在非洲大陆修建
了大量高质量基础设施，为非洲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巨大贡献。”

塔灵说：“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为巩固双方合作成果、规划应对当今世界共
同挑战的路径提供了宝贵机会。通过加强团
结合作，非中可以继续推进共同目标，为世界
创造更加和平、繁荣和公平的未来作出贡
献。”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执行
主任丹尼斯·穆内内说，非洲和中国是两大
文明，期待双方在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
会上共同制定政策，为应对“全球南方”国
家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提供解决
方案。

穆内内表示，“非中合作已成为 21 世纪
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使这两个古老文明的命
运密不可分”。非洲国家普遍支持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文明倡议，这些倡议都体现了全人类共享
的价值观，与非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各
国发展战略协同对接，将有力促进非洲可持
续发展。

共同推动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
益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期待非洲学者在
“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基础上，加大对“全
球南方”国家发展道路、中非和南南合作的研
究探索，继续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提供重要智力支
持。

“在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召开之
际，习近平主席给非洲学者复信，彰显中方
对非洲学者建言献策的重视。在习近平
主席的亲自推动下，中非合作论坛为推动双
方关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联名致信者之
一、尼日利亚《非洲中国经济》杂志主编伊肯
纳·埃梅武说，“非洲学者为巩固强有力非中

双边关系所作努力得到中方认可。友谊会
因多沟通而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 洲 是 拥 有 发 展 中 国 家 数 量 最 多 的 大
陆。习近平主席复信鼓励非洲学者为非中
合作作出实质性和持久性贡献，这体现中国
领导人重视在学术领域推动中非建设性互
动方面的作用。”肯尼亚国际关系学者卡文
斯·阿德希尔说。

“来自智库、大学等机构的学者们为非
中合作提供了‘思想市场’。他们提出的新
颖想法推动了非中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穆
内内说，“在有关平台框架下，学者们开展政
策研究、研讨，提出前瞻性政策，正在塑造全
球多项议题，推动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
益。”

今年 3 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中
非智库论坛会议上，中非 50 国学者联合发
表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针对当前
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提出解决思
路和方案，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
注。

参与联名致信的卢旺达大学政治系高
级讲师伊斯梅尔·布坎南表示，“中非达累斯
萨拉姆共识”提出许多行动建议，学者们一
致呼吁优先考虑发展问题，同时要相互尊
重、相互学习，还呼吁建立包容性经济，倡导
建立紧密的智库联盟网络，加强非洲和中国
在教育、媒体、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落
实好这些行动建议，必将有力推动非中实现
互利共赢。

莫西参加了今年 3 月举行的中非智库
论坛会议。他说：“‘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
识’在推动南南合作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它
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加强

‘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进而维护发展中国家
的共同利益，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在全球
决策过程中得到倾听。非中合作不仅将促
进各国发展，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
入动力。”

开辟中非关系更加壮丽的前景
——习近平主席鼓励非洲学者为推动中非合作和“全球南方”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芳旭）作为种群极度濒
危的川陕哲罗鲑，被誉为“水中大熊猫”！
8月28日，随着青川两省联合增殖放流的
一尾尾川陕哲罗鲑缓缓游入玛可河内，意
味着我省川陕哲罗鲑队伍进一步壮大。
截至目前，我省川陕哲罗鲑数量达到 40
尾，这为在玛可河重建川陕哲罗鲑稳定自
然种群带来新希望。

当日，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
督管理办公室组织青海、四川两省农业
农村厅，在果洛州班玛县玛可河（长江水
系一级支流大渡河正源）联合开展川陕
哲罗鲑等珍稀濒危物种增殖放流活动。
现场放流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
陕哲罗鲑后备亲鱼 24 尾，同时放流重口
裂腹鱼、齐口裂腹鱼等珍稀水生生物 10
万尾。

川陕哲罗鲑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明
确的15种重点保护水生动物之一。历史
上，川陕哲罗鲑主要分布于陕西太白、留
坝的汉水上游，我省班玛县的玛可河以
及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
游。目前，野外种群仅在大渡河上游支
流和陕西省太白河有少量分布，种群极
度濒危。

据鱼类学家分析，川陕哲罗鲑是第
四纪冰川时期由北方扩散而来，冰期结
束后停留在海拔较高、水温较低的河流
中生存，并逐渐演变成一个独立物种。
它是历史气候变化的有力物证，在研究
动物地理学、鱼类系统发育与气候变化
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川陕哲罗
鲑是性情凶猛的食肉性鱼类，最大者体

长可达 2 米左右。它们喜欢捕食大型水
生昆虫、鱼类、两栖动物、水鸟和水生兽
类等。作为栖息在高山溪流水域中的顶
级掠食物种，川陕哲罗鲑是反映分布水
域水生生物完整性和水域生态系统健康
状况的重要指标。

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川陕哲罗鲑保
护工作，建立了川陕哲罗鲑救护中心和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024年，成功突破川
陕哲罗鲑子一代全人工繁殖，人工保种川
陕哲罗鲑原种和子一代1000多尾。

本次增殖放流活动，是农业农村部第
二次组织将四川人工繁育的川陕哲罗鲑
放流至青海玛可河历史栖息地，也是首次
在玛可河放流川陕哲罗鲑后备亲本个
体。这一举措将有力推动玛可河川陕哲
罗鲑稳定自然种群的重建。

40尾，青海川陕哲罗鲑家族壮大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8月31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前往城中区、湟中区
调研督导秋季开学准备及防汛工作。

来到西宁市北大街小学、西宁二中南
川校区，石建平实地了解开学准备、办学
特色、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排查整治各
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校园防汛和消防安全管理、周边环境
整治等工作，努力营造温馨舒适、安全有
序的校园环境。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推动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完善德
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的培养体系，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湟中区上新庄镇白路尔村、骟马台

村，石建平与乡镇负责同志和安置点群众
亲切交谈，询问极端天气应对、隐患点监
测、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始
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连
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区域，采取
果断措施，及时转移安置群众。要务必做
好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充分考虑老幼群
体的实际需求，配齐生活设施和必备物
资，细心细致做好服务工作，让群众转得
出、稳得住。

随后，石建平以“四不两直”方式前

往湟中区小马鸡沟水库施工现场、药水
滩露营基地，实地了解项目建设、防汛备
汛等，途中查看雨量监测点并在南川河
沿线巡河，查看河道水位、堤岸防护等情
况。他强调，要在确保防汛安全、工程质
量和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抢抓施工黄金
季，加快水库建设进度，强化施工安全管
理，务必完成年度建设目标和投资任
务。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
实“叫应”“叫醒”机制，加强旅游景区、山
洪灾害区、临水临河临坡等重点区域的
监测预警，切实为防汛抗洪救灾抢占先
机、赢得主动。

石建平调研督导秋季开学准备及防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