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晤德總統 深化戰略夥伴關係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10日在人民大會堂同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
舉行會談。兩國元首一致同意，加深互信，合作
共贏，推動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繼續深入發
展，讓中德合作取得更多有利於兩國和兩國人民
、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繁榮的成果。

習近平指出，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複雜深刻
的演變。中德在很多問題上有相同或相近看法，
雙方應繼續加強雙多邊合作，在造福兩國人民的
同時也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習近平提出以下
主張：

深化中德關係，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基礎。合
作共贏始終是中德雙方政府和各界的主流意願。
雙方要總結中德關係的成功經驗，繼續堅持超越
意識形態差異，尊重彼此的發展道路。中方願同
德方繼續保持密切高層交往，用好雙邊豐富多樣

的對話機制，加強政策溝通。
保持中德關係的活力，需要堅持開放和創新

合作。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德國企業在
中國新一輪開放中已捷足先登。我們願意同包括
德國在內各國繼續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同時也
希望德國繼續對中國投資保持開放。

拓寬合作空間，共建 「一帶一路」可以提供
重要平台。中方願同歐方、德方積極探討開展三
方合作，推進歐亞互聯互通戰略和「一帶一路」倡
議對接，共同做大亞歐大市場。我們願同德方及
沿線國家共同建設好中歐班列這條貿易大通道。

雙方要持之以恆推進人文交往，積極為文化
、教育、青年、體育等廣泛領域交流搭建更多平
台。

雙方要攜手推進全球治理，共同建設開放型
世界經濟，維護多邊自由貿易體制，落實氣候變

化《巴黎協定》，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
平衡和包容增長，共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
邊體系。中歐雙方應當也可以在共同維護國際秩
序、促進全球治理等方面相互配合和支持，以中
歐合作來維護多邊主義，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希望德方繼續為此發揮積極作用。

施泰因邁爾表示，這次在中國各地的參觀，
更加欽佩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
的成就，特別是成功使幾億中國人民擺脫貧困並
解決溫飽問題。時隔10年再次回到四川地震災區
，重建後的災區面貌令人印象深刻。德方對德中
關係發展感到滿意，願同中方加強對話，增進了
解，擴大共識，縮小分歧，深化合作，密切在國
際事務中溝通協調，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德國反
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將繼續致力於推動歐中
互利合作，促進歐亞地區同中國的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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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賀信中強調，《世界人權宣
言》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
文獻，對世界人權事業發展產生了深刻影
響。中國人民願同各國人民一道，秉持和
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
類共同價值，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推動
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權治
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創世界
美好未來。

習近平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
人權。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把
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發展作為奮鬥目
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特別是改
革開放40年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發展
成就歸結到一點，就是億萬中國人民生活
日益改善。

維護公平正義 守正創新
習近平強調，時代在發展，人權在進

步。中國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和當代
實際相結合，走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把生存
權、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協調增
進全體人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
環境權利，努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
人的全面發展。

習近平要求，中國人權研究工作者要
與時俱進、守正創新，為豐富人類文明多
樣性、推進世界人權事業發展作出更大貢
獻。

堅定人權自信 加強宣傳教育
中宣部部長黃坤明在座談會上宣讀了

習近平的賀信並講話。黃坤明說，習近平
總書記的賀信深刻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人

權觀，為新時代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指明了
方向。

黃坤明指，中國在過去70年裏在人權
領域取得非常大的成就，首先是保障了最
廣大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其次是建立社
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和
社會平等；三是建立了符合國情的人權法
治化保障；四是推進了世界人權事業的發
展；五是構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中國人權
話語體系。

黃坤明稱，要有效引導國際人權輿論
，對在國際上攻擊、抹黑中國人權狀況的
言論，要敢於發聲亮劍，駁斥不實之辭，
堅決維護中國核心利益。

黃坤明表示，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
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扎實做好尊重和保
障人權各項工作。一是以發展促人權，不
斷提高人權保障水平；二是堅定人權自信
，講好中國人權故事；三是加強人權宣傳
教育，提高全社會人權保障意識；四是深
化人權研究，推動中國人權話語體系不斷
完善；五是促進人權交流，增進相互了解
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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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正抗議抹黑中國人權
2018年12月2018年10月2016年5月31日2016年3月3日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網報道：10日，紀念《世界人權宣
言》發表7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發
來賀信表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中國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
則和當代實際相結合，走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中國人民願同各國
人民一道，推動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權治理。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出席座談會並指出，要有效引導國際人
權輿論，要對在國際上攻擊、抹黑中國人權狀況的言論，敢於發聲亮劍
，駁斥不實之辭，堅決維護中國核心利益。

習近平：走符合國情人權發展道路
京紀念《世界人權宣言》70周年 對抹黑言論發聲亮劍

人權進步70年 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 航母艦載機首次完成夜間着艦

《我們一起走過——致敬改革開放40
周年》大型電視紀錄片9日晚播出第十五集
《強軍戰歌最嘹亮》。該集披露了中國航
母艦載機突破夜間起降大關背後的細節。
片中透露，不久前，中國第一批自主培養
的艦載機飛行員代表，不僅適應了夜間飛
行訓練，而且首次完成了最為艱難的夜間
着艦。評論稱，這意味着中國航母遼寧艦
編隊初步具備了全天候作戰的能力，向形
成實戰化能力邁出了關鍵一步。

第一代試飛員、海軍某艦載機試驗訓
練基地司令員戴明盟回憶說，從近海防禦
走向遠海防衛的轉型，需要一個核心武器
裝備來支撐，航母是其中之一。 「就在這
種條件下，我們開始實驗了。就孤零零的
一條跑道，跑道兩邊是比人還高的亂石頭
，如果說飛機尾鈎掛不上，那衝出去那個
結果就很難想像了。」

片中透露，經過無數次實驗，2012年
，戴明盟駕駛殲-15艦載機成功阻攔着艦
，實現了零的突破。不久前，海軍艦載航
空兵部隊某團團長徐英作為中國第一批自
主養的艦載機飛行員代表，不僅適應了夜
間飛行訓練，而且首次完成了最為艱難的
夜間着艦。

艦載機是航母作戰編隊的拳頭力量，
而夜間飛行是艦載航空兵具備全天候飛行
能力必須闖過的難關。徐英在片中介紹，

夜間飛行訓練容易把海上的艦船誤認為是
天上的星星，而把天上的星星錯當成艦船
，沒有參照物的夜間飛行很容易迷航，甚
至會導致災難性後果。

夜間作戰風險最高的任務是夜間着艦
，並不是所有擁有航母的國家都具備這一
能力。片中介紹，中國航母艦載機飛行員
們，從零起步，迎頭趕上，突破飛行技能
、突破心理障礙、突破自我， 「突破」這
個詞無時無刻不伴隨在這些飛行員的生命
中。

《強軍戰歌最嘹亮》分為 「軍魂永駐
」、 「雄獅再造」、 「使命催征」3個部分
。該集聚焦強軍興軍，全景回顧改革開放
以來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歷史進
程，通過陸軍某部連續兩次移防至西藏衛
國戍邊、甘肅嘉峪關某合成營演習、海軍
艦載航空兵部隊夜間着艦訓練，以及空軍
戰機實戰化訓練、南蘇丹維和等故事，突
出展現廣大官兵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
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不懈奮鬥的昂揚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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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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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權發展70年成就
解決溫飽教育問題

•貧困人口減少了7.4億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22.8倍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不到35歲提高
到76.7歲

•文盲率由建國初的80%以上降到現
在的5%左右

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一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人
員比例明顯提升

•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開展

•城鄉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完善
•有效保障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
達權、監督權

建立人權法治化保障
•將人權保障貫穿於科學立法、嚴格
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環節

•制定完成了被稱為 「百姓權利宣言
書」 的《民法總則》

•制定修訂《環境保護法》《食品安
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有
關群眾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規

推進世界人權事業發展
•中國成為聯合國派出最多維和人員
的國家

•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 ，促進相關
國家經濟繁榮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向72個國家和地區累計派遣醫療隊
員2.5萬人次，診治患者2.8億人次

•積極開展人權領域交流合作

構建中國人權話語體系
•結合中國人權發展實踐，不斷深化
對人權問題的理論探索和研究

（記者趙一存整理）

▲11月15日，225名中國維和官兵在蘇
丹榮獲聯合國 「和平榮譽」 勳章

資料圖片

▲中國航母艦載機不久前首次完成夜間
着艦。圖為紀錄片《我們一起走過》截圖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多位政
界學界人士在紀念《世界人權宣言》（下
稱《宣言》）發表70周年座談會上，回顧
宣言發表歷史，總結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成
就，探討在新時代為世界人權發展貢獻中
國智慧，多維度勾勒人權發展圖譜。

維度一：國際人權發展分水嶺。南開
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指出，《世界
人權宣言》是國際人權發展的重要分水嶺
，標誌着人權由地域性概念轉變為全球性
概念。 「宣言的歷史貢獻在於對這種地域
性的人權概念進行了多元文化的洗禮，使
人權概念脫胎換骨。」

維度二：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70年。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黃坤明以 「數據說話
」，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解放前的不
到35歲提高到2017年的76.7歲，文盲率由
建國初的80%以上降到現在的5%左右。改
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長22.8倍，貧困人口減少7.4億，就業人
員翻了一番，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
，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人口最多的

社會保障體系，拉動世界社會保障覆蓋率
提高11個百分點。

維度三：為世界人權事業貢獻中國智
慧。常健回顧歷史表示，《宣言》在起草
之初就明確應更多體現 「全球共識」的人
權理念，而非西方中心主義的人權觀。中
國人權研究會會長向巴平措從實踐角度進
一步指出，我們不僅要從容自信地宣介中
國人權事業發展成就，更要主動擔當、引
領潮流，向世界提供人權保障中國方案。

▲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
部長黃坤明出席紀念《世界人權宣言》
發表70周年座談會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