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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长葛市林祥汽车服务部的公

章（号 码:4110827027926）丢 失 ，
声明作废。

1 月，在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木
尔坦市郊外的一片农田里，来自中国的
农业专家赵建华正带领着巴基斯坦的
农业技术员们在辣椒育苗大棚里查看
秧苗的生长情况。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先行先
试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已进入充实拓展
的新阶段，两国合作开始向农业领域迈
进。2019 年年底，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设集团”）参与建
立中巴农业与产业合作信息平台，2021
年起与四川丽通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开
展中巴辣椒订单种植项目，2022 年年
末还引进巴基斯坦的农业企业加入合
作，木尔坦就是项目选择的 6 个辣椒种
植示范区之一。

来 自 新 疆 的 赵 建 华 种 了 27 年 辣
椒，从木尔坦辣椒种植示范项目考察、
选育、试种至今，他已在巴基斯坦工作
了 3 年。赵建华告诉记者，3 年来，项目
技术人员已挑选出适合当地气候、温度
的高产中国辣椒品种，今年项目还要把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辣椒品种进行选育
对照，有望实现产业发展的较大突破。

“我们不仅为巴基斯坦农民兄弟们
带来种植技术，还通过合作，运用科研
技术结合中巴优势辣椒品种，促进辣椒

产业发展。”赵建华说。
看到大棚里有些边角土地上的辣

椒苗生长不均，赵建华悉心嘱咐技术员
萨贾德注意对这些苗单独施水肥。他对
记者说：“我们已培养了 20 多名巴基斯

坦农业技术员，现在他们都在各个种植
示范区里独当一面了。”

“我们的心早就和这些辣椒苗系在
了一起。”萨贾德说，“有中国先进技
术 ， 这 些 小 苗 生 长 、 开 花 、 结 出 果

实，这也让我看到了巴基斯坦农业的
未来。”

项目执行经理阿德南告诉记者，
过去当地种植辣椒的技术落后，辣椒
品种抗病性差。中国专家不仅带来新
技术和新品种，还手把手教会当地农
民如何种植。现在种植的辣椒品种亩
产高、抗病性强，收获后能卖出好价
钱，受到巴基斯坦农民的热烈欢迎。

“我们原本要用近 10 个月才能种
出一季辣椒。自从有了中国技术和辣
椒品种，种植期缩短到 6 个月，收成
后还有时间种别的农作物，一年算下
来收入更高了。”当地农民伊贾兹说。

中设集团巴基斯坦子公司商务经
理刘哲告诉记者，今年项目将继续着
力提升当地种植技术和产量，帮助农
民优化生产成本，为农民带来切实的
经济效益。

再过 4 个月，这些辣椒苗将遍布
在广袤的旁遮普平原上。

“我们中国技术人员要抓住农时，
不 误 农 事 ， 到 生 产 一 线 、 田 间 地 头
去 ， 为 辣 椒 生 产 提 供 可 靠 的 技 术 保
障。”赵建华说。

（新华社巴基斯坦木尔坦 1 月 27 日
电）

种出红火的好日子
——记春节期间坚守中巴经济走廊农业合作项目一线的中国农技人员

新华社记者 蒋超

1 月 16日，在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木尔坦的中巴辣椒订单种植项目
辣椒育苗大棚内，中国农业专家赵建华（右）带领巴基斯坦技术员萨贾德查
看辣椒秧苗生长情况。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卡迈勒摄）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拉共
体） 第七届峰会 24 日在阿根廷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通过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宣 言》。 分 析 人 士 指
出，此次会议反映出拉共体国家加强
地区团结、推进区域一体化、反对外
来干涉、推动国家间平等合作的意
愿。

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总统
费尔南德斯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峰会作视频致辞，为携手构建中
拉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
未来指明方向。

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费尔南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最不
平等的地区之一。他呼吁与会国家推
进区域一体化，建立一个能保护人民
共同利益、尊重多样性的区域一体化
机制。

巴西、智利等国领导人在发言中
表示，拉共体成员国应加强协调合
作，团结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
战，弘扬多边主义，为建设一个和平
的世界共同努力。

峰会闭幕时发表的 《布宜诺斯艾
利斯宣言》 指出，拉共体成员国承诺
在尊重“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多
样性的基础上加强团结， 坚 定 推 进
一 体 化 进 程 ”。 阿 根 廷 外 长 圣 地 亚
哥 · 卡 菲 耶 罗 表 示 ， 这 份 宣 言 是相
互尊重的成果，是“多边主义最生动
的体现”。

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和霸权主义再

次成为拉共体国家的共识。美国自
1962 年以来一直对古巴实施经济、商
业和金融封锁。据古巴官方统计，美
国的封锁已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超过
1542 亿 美 元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宣
言》 呼吁“结束对古巴的经济、商业
和金融封锁”，“将古巴从所谓支持国
际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单边名单中删
除”，并明确表示反对影响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的任何“单边行为”。

出席峰会的玻利维亚前外长瓦纳
库尼指出，外来干涉和霸权主义“从
来没有也不会给拉共体国家带来经
济、社会稳定，更不会带来美好前
景”。他认为，加强南南合作是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民主化和一体化
进程的关键”。

2011 年 12 月，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 33 个独立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或代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举行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拉共体。阿
根廷学者马塞洛·罗德里格斯认为，
拉共体没有美国参与，这是它的一个
优势，地区国家因此能够在没有美国
压力的情况下一起共谋发展。

中拉合作前景光明
2012 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拉美

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疫情期间，
中拉经贸彰显韧性。中拉贸易总额
2021 年 首 次 突 破 4500 亿 美 元 ， 2022
年再创新高，达 4857.9亿美元。

习近平主席在向此次拉共体峰会
作视频致辞时说，中方一贯支持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进程，高度重视
发展同拉共体关系，将拉共体视为巩
固发展中国家团结、推动南南合作的
重要伙伴。正是本着这样的初心，中
方同拉方一道，不断加强中拉论坛建
设，推动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
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秘鲁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米格尔·罗德里格斯·麦凯表示，习
近平主席的致辞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传递了共同发展和加强合作的强烈信
号，为本地区各国加强同中国合作、
促进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机遇。

（新华社墨西哥城 1月 26日电）

拉共体峰会聚焦

一体化、反霸权、促合作
新华社记者 赵凯

据新华社联合国 1 月 26 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26 日在安理会建
设和平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建
设和平工作要坚持发展优先。

张军表示，建设和平是实现持久和
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形势下显得更
加重要和突出。他说，建和工作要坚持
发展优先。对许多国家来说，发展是解

决各类挑战的根本出路。建设和平要
坚持发展优先，将资源重点用于消除贫
困、保障民生、普及教育、公共卫生等领
域，支持工业化、农业和基础设施现代
化。发达国家要切实兑现官方发展援
助和气候融资方面的承诺，补上历史欠
账。国际金融机构要履行应尽责任，深
入参与建和工作，形成合力。

张军说，建和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联合国的维和与建和工作，应该
秉持《联合国宪章》的初心，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把维护各国人民利益、
增进民生福祉、支持人民追求更美好生
活作为奋斗目标。联合国的建设和平
工作，应当充分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和
主导权，支持它们深入探索符合自身国

情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为各国发展营造
有利的条件和国际环境。

张军说，建和工作要抓好能力建
设。冲突后国家百废待兴，单靠外部

“输血”难以为继，必须实现从“输血”转
向“造血”，加强各方面能力建设是当务
之急。

张军说，建和工作要促进包容团
结。保障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平等参与
国家治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是冲突
后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对许多存在
国内冲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尊重多
样性和包容性的同时，各方要超越族群
和党派分歧，共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中方强调建设和平要坚持发展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