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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一带一路”大家谈 ·十人眼中的十年

共建“一带一路”是非洲难得的机遇
——本报记者专访苏丹前驻华大使加法尔

苏丹是首批签署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之一，
并在许多方面受益于这一重要倡议。
在苏丹前驻华大使加法尔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一带一路”

倡议对苏丹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共
建“一带一路”已成为非洲大陆摆脱发展魔咒、实现发展崛起难得的
历史机遇。

中国模式引人关注
加法尔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前，非洲已经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十分感兴趣。

最大的兴趣点在于，过去四十余年这样巨大

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是如何在一个资源

相对有限、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发生的。

“中国大幅缩短了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所需的时间，这种变革通常需要200多

年才能实现。”加法尔说，“况且，这还是在中

国没有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的资源和财富的

情况下实现的。”

作为一名前驻华大使，加法尔除了悉心

观察中国发展，还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特别感兴趣。在华期间，他大量阅读了中国

共产党的文献，期盼从中找到有益于苏丹发

展的启示。

加法尔表示，他在阅读和观察中有两点

感悟：首先，没有所谓“懒惰”的民族，非洲人

民缺乏的是机会；其次，只要有富有远见卓

识、以人民利益为上的政党来领导，就有望

突破历史的循环。

启发苏丹发展道路
苏丹是首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

备忘录的国家之一，中苏双方在修建道路、

发展农业和工业设施等领域开展多项合作。

加法尔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启发苏

丹经济学家和政要开辟了一条具有苏丹特

色的发展新道路，如过渡政府时期苏丹总

理阿卜杜拉 ·哈姆杜克提出的“五大经济

带”构想，就参考了中国的发展模式。

“五大经济带”构想将苏丹划分为五个

具有特定经济优势的地区，如矿产带、农牧

业生产带、阿拉伯胶带、旅游业带等，这表

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一带一路”倡议对苏

丹和非洲大陆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

影响。

以棉花为例，在中国专家、技术、资金、

设备的支持下，中苏“白色产业链”近年来

已初具规模，由中国企业投资的中苏农业

合作开发区在苏丹拉哈德灌区建成了集棉

花育种、种植、加工、农机服务、贸易为一体

的棉花全产业链，棉花种植效益显著提高，

20余万苏丹农户从中受益。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非洲经

济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加法尔表示，苏

丹经济学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提出了20

个经济项目，包括从苏丹港延伸到乍得—南

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边境，并进一步

延伸到非洲大陆心脏的铁路项目，以及在

红海沿岸建立一个与铁路相连的新港口。

“上天给非洲的礼物”
非洲大陆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早被西方

殖民的大陆，也是遭受殖民主义与新帝国

主义掠夺最深重的地区。二战结束后，非

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但各国的

现代化进程备尝艰辛，挫折不断。究其原

因，西方的殖民统治与对非政策，制造了一

个贫穷、疲惫、债务缠身的大陆，导致大多

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难以找到符合非洲特

色的发展道路。

在加法尔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非

洲大陆实现发展崛起的难得历史机遇。“一

带一路”倡议积累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经

济奇迹，其中大规模的全球互联互通项目，

即通过道路网络、友好港口和高速公路连

接世界各地，正是非洲所迫切需要的。

加法尔表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

非洲摆脱贫困的必经之路，这是上天给非

洲的礼物。”

加法尔还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社

会、文化、人文一体化建设，要始终把“一带

一路”倡议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

文明倡议”紧密联系起来。

构建崭新传媒体系
过去十年，在大国博弈加剧和地缘冲

突激烈的推动下，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

序及地缘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化，推升了能

源危机、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等全球性危

机，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抬

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

字加大，全球治理举步维艰。

加法尔相信，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

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达成共

识，有助于摆脱当前的全球治理危机。

展望下一个十年，加法尔认为，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首先，各方应继续支持基

础设施和道路项目建设，因为停止道路和

港口项目可能会推迟实现“一带一路”的主

要目标。其次，在注重共建“一带一路”经

济带的同时，也要注重建设“一带一路”文

化带。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建设一

条与经济带齐头并进的文化带，对于“一带

一路”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要构

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崭新传媒体系，传

播“一带一路”理念和精神。

“期待全球围绕‘一带一路’形成国际

共识，开启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新时代。”

加法尔表示。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新华社耶路撒冷10月11日电 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

茨1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组建紧急政府，

以应对战时事务。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将与前国防部长甘

茨以及现任国防部长加兰特共同组成紧急政

府，并为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前总理

拉皮德留有职位。但拉皮德目前还没有正式

同意加入。

声明还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新一轮

冲突期间，紧急政府将不会提出任何与战事

无关的法案或行政命令。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据以色列军方
和巴勒斯坦卫生部11日公布的最新消息，巴

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已造成双方约2200

人死亡，另有超8000人受伤。与此同时，中

东国家继续呼吁巴以停火止战，恢复和平，塞

浦路斯、约旦等国开始为保护双方平民采取

积极行动。

以色列军方当天表示，新一轮冲突共造

成至少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已向以色列发射约

4500枚火箭弹。另据以媒体消息，已有约

2900名以色列人在冲突中受伤，约150人被

哈马斯俘虏。

巴勒斯坦卫生部当天说，以色列已在加

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打死1078名巴勒斯坦

人，另有5314人受伤。另据多家巴勒斯坦媒

体报道，以色列军队11日凌晨空袭加沙南部

城市汗尤尼斯，造成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穆罕

默德 ·戴夫的三名亲属遇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日启程前往以色

列，就当前局势与以方展开沟通与讨论。

美国总统拜登10日在白宫发表讲话确

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至少14

名美国公民在冲突中丧生，被哈马斯武装人

员扣押的人质中有美国公民。

拜登说，白宫正迅速向以提供弹药和导

弹拦截系统等额外安全援助，他敦促美国国

会采取紧急行动批准资金，满足包括以色列

在内美国“关键伙伴”的安全需求。

法国外交部10日发表新闻公报称，截至

10日，已有至少8名法国侨民在巴以冲突中

丧生，另有20人失踪。

埃及总统塞西10日表示，巴以冲突升级

是非常危险的，埃及正在与各方加强接触，制

止本轮军事冲突，保护巴以双方平民。

沙特国王萨勒曼10日主持召开内阁会

议。会议强调沙特将与国际和地区相关各方

合作，以缓和加沙紧张局势，防止地区出现进

一步动荡，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合法

权利和长久和平。

新华社上午电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何塞普 ·博雷利10日说，以色列政府

全面封锁加沙地带违反国际法。绝大多数欧

盟国家支持继续向控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援助。

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7日大规模偷袭

以色列，以方损失惨重，继而猛烈报复。以色

列国防部长约亚夫 ·加兰特9日宣布，停止向

加沙地带供应电力、食品、水以及燃料。

博雷利表示，加沙境内人道主义状况极

其严峻，联合国曾指出“对大量平民断水、断

电、断粮违反国际法”。欧盟呼吁在加沙地带

与埃及交界处设立人道主义走廊，帮助加沙

平民躲避轰炸。

新华社阿比让10月11日电 尼亚美消

息：尼日尔政变当局国防部10日晚在国家电

视台发表声明说，第一批法国驻军已于10日

撤离尼日尔。

声明说，法国此次撤军是基于其与尼日

尔达成的共识，尼政变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克

制，保证法军和平撤离。

尼日尔曾是法国殖民地。7月26日，尼

日尔总统卫队部分军人扣押总统巴祖姆。当

天深夜，政变军人宣布成立保卫祖国国家委

员会，解除巴祖姆总统职权，由军人政权接管

国家事务。法国不承认尼日尔政变当局。

9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在

尼日尔的驻军将在今年年底前撤走。9月27

日，法国驻尼日尔大使伊泰离开尼日尔。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1

日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

党人11日就议长候选人进

行党内投票，众议院多数党

领袖史蒂夫 ·斯卡利斯获得

党内提名，将与民主党议长候

选人争夺众议院议长之位。

斯卡利斯当天与众议院

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 ·乔丹

进行角逐，仅以14票之差击

败对手，这也体现了众议院

共和党内部的严重分裂。

眼下，共和党人在众议

院占据221个席位，仅比民

主党多出9个席位。众议院

共和党人需要团结起来支持

斯卡利斯，才可能达到当选

议长所需的简单多数门槛。

一旦有几名共和党人“倒

戈”，就可能出现类似前议长

麦卡锡被罢免的情况。

民主党方面，众议院民

主党人在10日晚的闭门会

议上一致提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 ·杰

弗里斯为议长候选人。

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投票通过一项撤换

共和党籍众议长麦卡锡的决议，将近日来围

绕拨款案发酵的共和党“内斗”推向高潮，麦

卡锡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投票罢免的在

任众议院议长。

在选出下一任议长之前，众议院处于瘫

痪状态，无法推进立法议程。美国眼下的内

外事务均亟待解决，包括援助以色列应对新

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推动联邦政府本财政年

度拨款法案获批。先前麦卡锡依靠民主党人

支持推动生效的临时拨款法案只维持联邦政

府开支至11月17日。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导致逾万人死伤

应对战时事务 以色列组建紧急政府

法国驻军开始撤离尼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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