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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人民医院发出生医学

证明，编码：U510341370，遗失

作废。 新生儿姓名：黄若煊

泸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泸房权证泸

字第201400020号，遗失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李林

遗失启事

盛夏北京，群贤毕至。

为期两天的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

会议11日落下帷幕。来自约140个国

家和地区的 600 余位嘉宾相聚在这

里，共商文明互鉴之道，共话和平发展

未来。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持平等、互

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

络，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习近平主席致全球文明

对话部长级会议贺信中的诚挚话语，彰

显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最大发展中国

家在百年变局中的责任与担当。

秉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

理念，中国积极搭建对话平台，推动交

流互鉴，在深化理解中凝聚共识，在包

容互鉴中推进合作，为推动平等有序

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

化、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

沉而持久的文明力量。

以大国担当搭建对话之桥

“在当前全球面临诸多重大挑战、

处于关键转折点的时刻，举办此次会

议可谓恰逢其时。”纳米比亚前总统南

戈洛·姆本巴在会议开幕式上表示，应

充分利用这一宝贵平台，共同探索实

现更多宽容、公正与尊重的对话路径。

这也是许多与会嘉宾的共同感

受。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和历史之变，新时代中国坚持互学

互鉴、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持续搭建

文明对话平台，推动文明交流走深走

实，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切身感受到文

明互鉴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说，习近

平主席始终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厚

的东方智慧，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不

断注入信心。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

夫告诉记者，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

中国面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回应

时代课题，彰显习近平主席作为“一位

真正的思想家”对世界格局与人类未

来的深刻洞察。印度尼西亚前总统梅

加瓦蒂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

文明倡议“对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和

谐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当国际社会普遍呼吁通过对话化

解分歧、凝聚共识之时，此次会议回应

了各国对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增进理

解的共同期待。

“文明反映着各国的独特性与发

展的多样性。我们必须积极加强文明

对话，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格鲁吉

亚议会文化委员会主席乔治·加布尼

亚会议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搭建文明对话平台，推动互学

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重要

贡献。

此次会议发布《全球文明对话部

长级会议北京宣言》和包含 110 项内

容的行动计划清单，取得沉甸甸的成

果，反映出与会各方的高度共识。

宣布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设

立文明交流互鉴基金；未来5年，根据

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实施 50 个文

化、文明领域发展合作项目，面向发展

中国家举办200期文明互鉴与文化交

流专题研修研讨项目……行动计划清

单中丰富而务实的举措，彰显中国携

手各国深化交流合作，以互学互鉴共

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发

展的行动力。

肯尼亚国际关系学者阿德希尔·

卡文斯说，中国持续为不同文明搭建

理解与合作的桥梁，“展现了中国作为

文明古国与当代大国在推进全球文明

对话中的格局与担当”。

以交流互鉴共绘发展蓝图

“如果一个人只顾着把自家房子

盖得又高又大，却不愿让邻居也在附

近建房，最终他会发现，那座孤零零的

大房子，远不如一个热闹街区里的小

屋有价值。”在此次会议的一个分论坛

上，莱索托外交部常务秘书莱赫拉以

生动比喻，道出深刻道理：真正的繁

荣，源于开放、包容和共享，而非只顾

自己、以邻为壑。

莱赫拉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中国与莱索托之间的文明交流，正

不断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果。“同

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

坛框架下展开交流合作，让我们在农

业、教育、技术等领域受益匪浅。”他

说，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正是文明对

话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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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多次这样强调。

今天的文明对话，不局限于博物

馆、考古发掘点，而是深入到发展合作

的一线、科技创新的前沿，化作携手逐

梦现代化的前行动力。

走访上海新能源汽车“超级工厂”

和汇聚前沿科技的“模速空间”，领略

制造强国的创新活力；走进陕西智慧

农业示范园，实地感受从播种到收割

“全流程无人化”的现代农业场景；在

山东的博物馆里，用指尖触碰科技与

传统的交融……会议前夕，与会嘉宾

们踏访广袤的中国大地，切身感知中

国式现代化的澎湃脉动，在交流对话

中汲取经验智慧。

“奇迹”，是世界媒体对中国发展

的共同印象。“奇迹”从何而来？回望来

路，中国的发展之路正是在借鉴世界

优秀文明成果中不断开拓的。如今，中

国正以自身的发展改革实践增益世

界，为共同发展带来新的动能和启迪。

中国-哈萨克斯坦时空智能与可

持续发展“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哈方

执行主任杜曼·伊曼马迪告诉记者，中

国的新能源技术正助力中亚国家迈入

绿色发展快车道，构建“绿色产业链”。

在湄公河畔，中柬共建的“鱼米走廊”

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通道，在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官员泰索莫尼眼

中，这将助力当地农业迈向“更具韧性

和可持续性的未来”。

以对话合作凝聚时代共识

在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的一

场分论坛上，伊拉克共产党副总书记

阿马尔·巴亚提的发言令人动容。他从

伊拉克长期深陷战火的历史讲起，呼

吁不同文明之间增进理解与认同，抵

制强权政治、暴力干涉等狭隘思维。

“感谢习近平主席为发起全球文

明倡议所作出的努力。”巴亚提指出，

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建立更加公正、

平等的世界秩序”，深化文明对话、架

设理解桥梁、弘扬公平正义的行动尤

为珍贵，“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渴求安

全、稳定与发展的地区”。

世界如何走出冲突与对抗的迷

局，迈向和平与发展的通途？不少与会

者把目光投向那些已在多边合作机制

中开花结果的实践探索。

“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尤为宝

贵。”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塔吉克

斯坦前驻华大使拉希德·阿利莫夫近

日在天津出席“世界市长对话·上合峰

会城市”活动后，马不停蹄赶赴北京参

会。他说：“上合组织团结了拥有不同

历史、文化、语言的国家，其实践表明，

文明对话不仅可行，而且成效显著。它

能够构建信任、强化合作，为和平发展

创造条件。”

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还是金砖

机制、中国－中亚机制，中国始终致力

于在多边合作框架下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倡导各方在文明多样性中寻找共

鸣、增进了解与信任。由此诞生的“上

海精神”、“金砖精神”和“中国－中亚

精神”，既凝结了不同文明相处之道的

智慧，也生动映照着中国在不同多边

合作平台上坚持以对话促共识、以合

作聚合力，携手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

系的不懈努力。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这一重要理念承载着人类

社会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期望，汇聚起

加强多边合作的文明合力，在会上也

收获了强烈共鸣。

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伊斯梅尔·德贝什在此次会议上表示，

习近平主席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在平等

对话中彼此成就、共同发展。“我们正需

要这样的理念，让各国在相互理解中凝

聚共识，在合作中回应时代关切。”

柬中友好青年之家《当代世界》

（柬埔寨版）柬方主编兴索万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世界各国拥有不同

的历史背景和独立视角，但这不意味

着冲突或对立,“我们应从全人类共同

价值中汲取力量，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

进步与发展”。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以大国担

当架起文明对话之桥，携手各国以文

明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为推动共同发

展、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人类社会繁荣

进步贡献更大力量。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凝聚发展进步合力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赵伟宏 耿鹏宇

图为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文明交流互鉴与学术对话”平行分论坛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