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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栗家庄村村民委员会兹定于

2023年7月7日在栗家庄村村委公示栏、栗家庄村村民交流群（1）、栗
家庄村村民交流群（2）、栗家庄村村民交流群（3）、栗家庄村村民交流
群（4）、栗家庄村党员群、栗家庄村网格及公益岗群、栗家庄村各个村
民小组群对栗家庄村拆迁安置分房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天，自
2023年7月7日至2023年7月11日。公示期间，村民认为名单中不
符合条件或者有异议的，请于2023年7月11日前向栗家庄村村民委
员会实名提交书面异议（内容中需体现反映人电话号码，反映人需签
名按手印）。反映问题箱设于栗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一楼。公示无异议
的，栗家庄村村民委员会根据公示名单开展分房工作。

联系电话：栗家庄村村民委员会 0538-6206889
监督电话：徐家楼街道纪检监察工委 0538-5366185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栗家庄村村民委员会
2023年7月6日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
李明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
5日就美对台军售答记者问。他
表示，美方蓄意推升台海紧张局
势，无异于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
桶”、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深渊。

有记者问，据报道，当地时间
6月29日，美国务院批准向台湾
地区出售弹药和后勤支援，总价
值达4.4亿美元。请问对此有何
评论？

谭克非说，中方坚决反对美
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已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方罔顾
中方核心关切，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蓄意推升台海紧张局势，无异
于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桶”、把
台湾民众推向灾难深渊。

谭克非强调，我们要求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售台武器，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军事勾连，
切实履行不支持“台独”承诺，不
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无论是美方“以台制华”，还
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都是
痴心妄想、注定失败。中国人民
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国防部表示

坚决反对美方向
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4日
给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
的留学生回信，鼓励他们为深化国家
间友谊与合作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到
中国留学后，通过课堂学习和实地走

访，提升了专业素养，深化了对中国的
审计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共产党的认识，我为你们学有所获
感到高兴。

习近平指出，中国一直很重视发
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经
过多年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审计制度，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全
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
希望你们与中国同行加强交流、互学
互鉴，通过审计这个窗口了解中国、读
懂中国，为深化国家间友谊与合作积
极贡献力量。

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

班于2016年设立，已累计为76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审计机关培养了
280余名专业人才。近日，该班37名
留学生给习近平写信，讲述在华学习
深造的体会，表示将永不忘记在中国
的经历，永远珍藏与中国的感情，努力
做增进中国与所在国家友谊的使者。

习近平给南京审计大学
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的留学生回信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5
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3.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重庆、四川等16个省（区、
市）做好洪涝、地质灾害救灾
工作。

其中，防汛救灾资金 2.5 亿

元，地质灾害救灾资金0.7亿元，
由地方统筹用于应急抢险救援和
受灾群众救助，重点做好搜救转
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
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
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
工作。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3.2亿元
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凝聚团结共识 促进人类进步
——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

7月5日，参与试验的55301次列车（左）行驶在贵州省龙里县境
内（无人机照片）。

当日，55301次试验列车从贵阳北站驶出，标志着贵南高铁贵州
段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

贵南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铁路网包头到海南铁路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黔桂地区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其建成
通车后，从贵阳至南宁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现在的5个多小时缩短至2
个小时左右。 新华社发

贵南高铁贵州段
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
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
书记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深刻思考“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
界”等重大课题，洞察人类前途命运，把
握时代发展大势，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新时
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各方力量携手前
行，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中国力量。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发展趋
势，迸发出澎湃的思想伟力，凝聚起世界
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期
盼，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
的鲜明旗帜。

以思想为旗帜
汇聚应对挑战力量

5月19日，在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
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同中亚五国元首共
同签署《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构
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作为峰会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写入宣言文
件，中国同中亚五国实现双边层面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再次彰显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大影响力、生
命力、感召力。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者
巴克特·巴克塔耶夫说，这一理念为中亚
各国“构筑一条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大道”。

放眼世界，地缘冲突、恐怖主义、气
候变化等挑战层出不穷；全球经济长期
低增长的风险依然存在；一些国家强推

“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更有甚者，一些国家固守冷战思维，鼓吹
集团对抗，肆意冲撞战后国际秩序……
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人们期盼更
多、更强大的确定性力量。

从2013年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
系学院的演讲中“开篇破题”，到2015年
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立柱架梁”，从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系统阐释“五个世界”愿景，再到
2020年倡导共同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2021年呼吁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
同体、2022年提出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着眼世界之问、
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不断丰富和拓展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外延，为
人类携手应对重大危机和全球性挑战
提供中国方案，汇聚共识与合力。

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德利
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
共产党基于同西方截然不同的坚实政
治、文化基础上所构建的全球愿景”。英
国48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基思·贝内特
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

赢、团结，深刻契合当前局势下人们的迫
切需求。中国不仅持续完善理论架构，
更有落实的详细规划。”

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载入党章和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推动写入宪法，陆
续提出并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共产党矢志
不渝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连续六年写入联大决议，载入上
合、金砖等多边机制文件，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认
同。中老、中巴、中柬、中泰、中印尼、中
哈、中乌、中土、中吉、中塔等双边命运共
同体落地生根，亚太、中国-东盟、中国-
中亚、上合组织、中非、中阿、中拉、中
国-太平洋岛国等命运共同体建设步伐
稳健，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等命运共
同体倡议得到各国积极响应，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
重大主张获得广泛支持，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地区加入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大合唱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实
践成果不断涌现，令人振奋。今年以来，
从陆续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等文件，
到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实现“北京握
手”、积极推动中东迎来“和解潮”，中国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积
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探索对话而
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
新型安全之路，为政治解决热点问题贡
献智慧和力量。

两次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深化拓展“金砖+”模式，不断完
善中阿、中非、中拉、中国-中东欧国家、
中国-中亚国家等合作机制……中国坚
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增强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
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
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世界
人民求团结、谋发展的意愿，“展现中国
共产党开放与合作的胸怀”。伊拉克大
学新闻学教授穆罕默德·朱布里说，“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追求团结合作、
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切中国际社会
所需。

以人民为中心
共享繁荣发展机遇

今年是中方工作人员张超奋斗在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项目建设一线的
第9个年头。印尼同事曾好奇地询问他
胸前徽章上“为人民服务”的意义。有着
25年党龄的张超说，“就是做让人民感
到幸福和美好的工作”，“比如建设雅万

高铁就是为了方便人们出行”。
2013年春季，习近平总书记在俄

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
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
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这一
年的金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
一路”重大倡议，以宽广胸襟、广阔视角
打造开放合作平台，推进全球互联互通。

十年耕耘，“一带一路”已成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在
埃塞俄比亚援建第一座现代化的全非
疾控中心，在尼日利亚修建西非第一大
深水港，在乌兹别克斯坦贯通中亚第一
长隧道，在马尔代夫架设该国第一座跨
海大桥……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吸引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
32个国际组织参与，显著提升全球互联
互通和贸易水平，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
规模，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
位，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增进不同
地区人文交流，成为造福各国、惠及世界
的“幸福路”。

“共建‘一带一路’等重要倡议，源
自中国对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现状和
规律的深刻理解，各国应相互帮助、共建
家园。”白俄罗斯前副总理阿纳托利·托
济克说。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历来主
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
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
得好。”

面对近年来全球发展遭遇的严峻
挑战，中国共产党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出发，提出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
有效凝聚了共促发展的国际共识，有力
回应了全球性挑战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需求，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包括
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去
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全球
发展高层对话会，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
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
局，宣布中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32项重
要举措，截至目前已有一半实施完成或
取得早期成果，得到各方高度评价。

“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
潮流，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
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
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
行。”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以
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各国
提供发展新机遇。

打造进博会、消博会等一系列国家
级“展会矩阵”，同至少27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自贸协定，统筹推进21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水平实施，
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过去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已成为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不久前刚闭幕的世界经济论坛第

十四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
吸引约1500名人士参会，其中半数来
自海外，外方人士希望更多了解中国并
发展业务。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表示，“全世界都从中国发展中受益”。

以文明为火炬
照亮人类前行方向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
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
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
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实践路径。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
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
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新时
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
共产品。

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
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从举办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大会等国际会议，到同多国共同举办“文
化交流年”、开展经典作品互译和联合考
古等活动，新时代中国始终是文明交流
互鉴的倡导者、践行者、推动者。墨西哥
《千年报》网站文章认为，中国捍卫了文
明平等的论点，强调以宽广胸怀理解不
同文明的价值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
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
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
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
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
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
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秉
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搭建更
多跨越文明隔阂的桥梁，促进各国人民
相知相亲，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世界各国共同发
展的地球家园。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
拉夫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
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美国中
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
认为，中国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而是倡导包容互鉴、共同前进，对世界和
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命运与共行大道，胸怀天下向未
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诠
释了和平与发展的真谛，反映了各国人
民的共同心声，散发出超越时空的思想
魅力，必将凝聚越来越多共识，推动人类
社会迈向光明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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