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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9月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讲话。习近平宣布，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
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
运共同体，将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出席。

初秋北京，高远澄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侧，鲜艳的五
星红旗同53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旗帜迎风飘扬。

习近平同出席峰会的51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2
位总统代表，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集体合影。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乐曲和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同外方
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
旨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出席峰会的外方嘉
宾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指出，在这收获的季节，很高兴同各位新老朋友相聚
北京，共商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大计。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跨越
山海、薪火相传。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
来，中国同非洲兄弟姐妹们本着真实亲诚理念，在世界百年变局
中肩并肩、手拉手，坚定捍卫彼此正当权益；在经济全球化大潮
中强筋骨、壮体魄，累累硕果惠及中非亿万百姓；在大灾大疫面
前同甘苦、共拼搏，书写了一个个中非友好的感人故事；始终相
互理解、彼此支持，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经过近70年
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中方提议
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
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中
国正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非洲也正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

迈进。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的现代化热潮，
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习近平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
——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推进国家现代化建

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中方愿同非
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
化道路，确保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
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中方愿同非方深化工业、农业、基
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
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

——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
贫、就业等领域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

——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方愿同非方密切人文交
流，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共存，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
结出更多硕果。

——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现
代化的鲜明标识。中方愿帮助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缩小
能源可及性差距，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全球
绿色低碳转型。

——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
定的发展环境。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
力，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安全良性互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没有
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未来3年，中方愿同非
方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
方现代化。

第一，文明互鉴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打造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平台，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25个中非研究中心，邀
请1000名非洲政党人士来华交流。

第二，贸易繁荣伙伴行动。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
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
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推动中国大市场成
为非洲大机遇。扩大非洲农产品准入，深化电商等领域合作，
实施“中非质量提升计划”。中方愿同非方商签共同发展经济
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
的制度保障。

第三，产业链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打造产业合作
增长圈，着力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启动“非洲中小企
业赋能计划”。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建设20个数字示
范项目。

第四，互联互通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基础设
施联通项目，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陆海联动、
协同发展的中非互联互通网络。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提
供帮助，深化物流和金融合作，助力非洲跨区域发展。

第五，发展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和非方共同发表在全球
发展倡议框架内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实施1000个“小而美”民
生项目。注资中国-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基金。支持举办2026
年青奥会和2027年非洲杯，促进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中非人民。

第六，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成立中非医院联
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实施20
个医疗卫生和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对非
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
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

第七，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
币紧急粮食援助，建设10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500名
农业专家，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实施500个公益项
目。鼓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为非洲创造不少于

100万个就业岗位。
第八，人文交流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深入推进“未来非

洲职业教育”计划，共建工程技术学院，建设10个“鲁班工坊”。
重点面向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6万个研修名额。共同实施中
非“文化丝路”计划和“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将2026年确
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

第九，绿色发展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清洁能
源项目，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合作。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开展卫星遥
感、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助力非洲实现绿色发展。

第十，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建立落实全球安
全倡议伙伴关系，为非方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和1000名警务
执法人员，邀请500名青年军官访华。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
联合巡航，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
安全。

为推动“十大伙伴行动”实施，中国政府愿为中非各领域务
实合作提供强有力支持。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这将进一步深
刻改变中国，也必将为非洲国家、为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提供新
机遇、注入新动能。非洲有句谚语“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现代
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让我们凝聚起28亿
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以中非现代
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共同推动
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全文另发）

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法耶，非盟轮值主
席国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非洲次区域代表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刚果（布）总统萨苏、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坦桑尼亚总统
哈桑，峰会特邀嘉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非盟委员会主席
法基也在开幕式致辞。

（下转2版）

9月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9月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是开幕式前，习近平同出席峰会的外方领导人集
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荷花掩映、碧波盈盈，古树苍翠、
石墙斑驳，在普定县马官镇天兴村下
坝屯组，极具江淮特色的马头墙静静
立于屋顶，红色灯笼在屋檐下轻轻摇
曳，古老的石头寨门历经风雨高耸依
旧，日复一日守卫着六百多年来生活
在此的人们……

1381年，大明王朝一支军队奉“调
北征南”政策来到今普定县下坝屯守
卫边防，战争结束后便开始屯兵戍守，

繁衍生息。
因当时驻军
统领姓夏，
故名曰“夏
霸屯”，后因
实 行 屯 田
制，该地又
被分为“上、
中 、下 三
屯 ”，于 是

“下坝”地名沿用至今，如今，当地村民
多为屯军后裔，以丁、任两大姓为主。

沿着古巷道漫步于下坝屯，古老
的寨门巍然屹立，通身采用全石雕刻
工艺制成，门楼顶中二龙戏珠栩栩如
生，两柱青狮白象的石像威严守卫着
村寨，门牌坊最上方的“福禄寿”浮雕
石像，寄托着村民百年来的淳朴愿
望。寨门两旁，“自昔士读农耕老安少
怀最爱醇乡称德里，依然山明水秀花
香鸟语更从何处问桃源”的对联彰显
着下坝屯耕读传家的文化底蕴。

据天兴村村支书侯中介绍，下坝
屯共有“七古”，分别为古寨门、古民
居、古巷道、古庙宇、古戏楼、古学校和
古鱼塘。穿过古巷，可以看到整个寨
子坐东朝西，一共分布着六条街道，因
从古寨门到古戏楼的街道，形如“丁”
字，加上街道两旁所居皆为丁姓村民，
也被称为“丁”字街。 （下转3版）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留住乡愁·传统村落安顺行”系列报道之十四——

马官镇下坝屯：

古村锦绣屯韵悠长
□本报记者 李超然 吴学思 郭黎潇

习近平分别会见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9月5日中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博茨瓦纳总统马西西。两国元首宣布，
中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博两国传统友好，始终
给予彼此真诚支持。近年来，双方把团结
合作作为政策基石，把增进人民福祉放在
优先位置，推动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双方要系统总
结建交半个世纪以来的成功经验，坚持做
彼此信赖、共同发展、民意相通的伙伴。坚

定相互支持，加强工业、农业、矿产、清洁能
源、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非合作奋进势头
强劲，不仅给中非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好处，
也有力带动国际对非合作，为非洲发展振
兴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同非洲兄弟刚刚再
聚一堂，把中国的发展、非洲的发展、世界
的发展更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丰硕成果，释
放了全球南方推动世界和平、安全、繁荣、
进步的正能量。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
好此次峰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马西西表示，今天是非中关系的历

史性时刻。习近平主席刚才在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精彩演讲，
宣布了支持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伙伴行
动新举措，包括对非进一步开放政策，令
非方倍感兴奋、备受鼓舞。博方完全支
持，相信此次论坛峰会描绘的愿景必将
实现。博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
国人民应该也完全能够实现国家统一。
感谢中方长期给予博茨瓦纳宝贵支持，
博方愿以明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下转2版)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精神瑰宝，是世
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它除了艺术价值
之外，还为我们深入了解历史打开了一
扇窗户。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让我们能够在欣
赏中感悟到古人的智慧。文物在承载
灿烂文明的同时，也维系和弘扬了我们
的民族精神。

传拓，是我国一项古老的传统技
艺，不仅为物象留影，也为历史佐证，为
文化传承，是文物保护工作不可或缺的
举措。一件件拓片，留存下的是一段段
历史文化的宝贵印迹。

近年来，紫云自治县积极把文物保护
作为繁荣文化事业的重要举措，通过组建
拓片专班开展田野调查和抢救性拓印工
作、出版文物古迹专著等，多措并举推动
全县基层文物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记者带着文物保护工作的许多疑
问，去探寻紫云用传拓技艺让历史文物

“活”起来的故事。
问：什么是传拓？
答：“古代3D打印技术。”
在没有照相机的情况下，古人如何

记录碑刻、青铜器、石刻等文物上的图
案、文字呢？对文物进行“拷贝”所依靠
的正是一种叫传拓的传统技艺，放在今
天也完全不输3D打印的效果。

所谓传拓，就是纸和墨（色）以拓包
从铸、刻器物上捶印其文字或图案的技
术。它自身的特点，注定了它不是一门
可以独立存在的艺术。它印照着每个
和它结伴同行的时代里那些值得留存
的文化艺术现象。

“清洗、上纸、捶碑、上墨、晾干、起
纸，每一步都要沉住气。”在紫云自治县
格凸河景区的印山书画院，紫云自治县
文物古迹拓片协会主席陆凯在一块刻
有字的木板上蒙着纸张，用不同的工具
在纸张上或横向轻刷，或纵向捶打，动
作娴熟，一气呵成。待纸张风干八九成
后，轻轻揭开纸张，和木刻相同的一件
复制品便产生了。这张拓片和原物相
比不仅大小一致，而且不失历史感、艺
术性，可谓精美之至。

为何会从事拓印工作？
陆凯介绍，紫云历史文化悠久，文

化遗产众多。目前紫云已发掘保护的

可移动文物有800余件，不可移动文物
有500余处。古驿道、古宅牌坊、石桥石
硐、碑碣墓志、城垣、岩画等百年文物遗
产、遗址随处可见。而随着时代变迁和
社会发展，县域内诸如摩崖石刻、古宅
牌坊等重要文物古迹风化脱落、破损、
流失等问题日趋突出。

为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
物科学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
地惠及人民群众，紫云自治县高度重视
文物保护工作，于2022年初成立了文物
保护工作专班，对县辖区内的重要文物
古迹进行普查，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的原则，对保存完好的摩崖石刻、古
宅牌坊、古墓碑碣等进行拓片保护。

怀揣着对传拓技艺和文物保护的
热爱，作为文物保护工作专班成员之一
的陆凯与同事赵玉和、王凯俊等人一
起，阅读了大量传拓相关书籍，专注于
传拓研究，不断摸索与实践。同时，为
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传拓技艺，积极与
专业人士多交流沟通、总结学习。

谈起拓印工作的过程，紫云文物古
迹拓片协会成员赵玉和也感触颇深。

他说，拓印工作多数都是在野外，很多
时候需要跋山涉水。在拓印文物过程
中，由于很多文物年久失修，需要通过
现开路，搭架子等方式来拓印。“拓印工
作这条路是艰辛和枯燥的，而协会成员
们却乐在其中。而且每当完成一幅拓
片，看到人们对这些传统文化瑰宝叹为
观止，对古代匠人精湛技艺赞不绝口，
枯燥和艰辛瞬间消散，心中升起一股莫
名的力量。”

两年来，紫云文物古迹拓片协会成
员俯身于山水间，用脚步丈量这片土
地，用双手拓制文物遗存，足迹遍及全
县13个乡镇(街道)160余个村寨及邻县
区，调查摩崖石
刻、古驿道、古
宅牌坊、石桥石
硐、古墓碑碣、
城 垣 、岩 画 等
300余处，开展
文 物 拓 片 230
多处，完成拓片
作品317幅。

（下转3版）

拓古传今，让文物“活”起来
□本报记者 郭修 胡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