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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军方称已控制
哈马斯位于加沙城的“权力中心”

新华社耶路撒冷 12 月 20 日电
（记者 吕迎旭 王卓伦） 以色列国防
军发言人哈加里 20日晚说， 以军已
控制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
马斯）位于加沙城的行政和军事“权
力中心”。

哈加里说，位于加沙城中心的巴
勒斯坦广场附近区域是哈马斯行政

和军事 “权力中心”。 以色列最近几
周对这一区域展开连续进攻， 打死
约 600 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并成功
控制该区域。 以军在该地发现一个
庞大的地道网， 连接着哈马斯武装
人员的藏身处、 办公区和该组织高
级领导人的住所。

以军方 20 日晚发布战况通报

说，以军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杰
巴利耶的目标，并开始将战斗扩展至
加沙城北部代赖季和图法赫两个区

域。 在加沙地带南部，以军突袭了哈
马斯成员位于汗尤尼斯市的住宅。

另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
以军战机当天空袭汗尤尼斯、拉法等
地，造成至少 40人死亡。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 20 日晚发表
声明说， 自 10 月 7 日巴以新一轮冲
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
事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两万，另
有 5.2 万余人受伤、6700 余人失踪 。
以色列方面说， 本轮冲突造成包括
460 多名以军士兵在内的 1300 多名
以色列人死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
首发式暨中白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明斯克举行

新华社明斯克 12 月 21 日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白俄罗
斯文版首发式暨中白治国理政研讨

会日前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
中白两国政要、 媒体、 智库代表等
500余人出席活动。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一书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是了
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
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读懂中国式
现代化的最佳读本。从这部著作中可
以感悟，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人民至
上的价值取向、 立足实际的发展理
念、开放包容的文明意蕴以及合作共
赢的天下情怀。

与会嘉宾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
领导下， 中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
就 ，人民生活幸福 ，国家繁荣昌盛 。
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功经验为

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

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的发展将
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和确定性。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

路” 倡议是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与合
作的伟大事业， 参与其中的国家都
将从中受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白
俄罗斯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白俄罗

斯文艺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与会嘉
宾表示，这是中白两国在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方面的重大成果，希望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落实中白两国元首达成
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交流，为建设
两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

积极贡献。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白俄罗斯
大使馆共同主办，外文出版社、白俄
罗斯文艺出版社承办。

首发式上，中白嘉宾共同为《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
版新书揭幕， 中方向白方赠送了新
书。 首发式后，两国专家学者围绕中
白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了交流研讨。截
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已翻译出版 40个语种。

������这是 12 月 19 日在泰国那空
是贪玛叻府拍摄的输电线路（无
人机照片）。

中企承建的泰国 500 千伏童
颂—宋卡输电线路项目 19日举行
竣工仪式。 该项目由国家电网河
南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承建，途
经泰国南部那空是贪玛叻府与博
他仑府，总长 105公里。

新华社记者 王腾 摄

亚欧：域内危机难解博弈加剧
新华社记者 耿鹏宇

2023 年， 亚欧地区形势复杂多
变，紧张局势加剧，安全风险升高：
乌克兰危机延宕难解， 纳卡地区隐
忧犹存， 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博
弈白热化。

乌克兰危机陷入胶着

今年以来， 乌克兰危机进入双
方相持阶段，“消耗战”“拉锯战”成
为显著特征。

5 月 21 日， 俄国防部宣布完全
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阿尔乔莫夫

斯克（乌方称巴赫穆特）。 随后，乌克
兰军队在美西方支援下向南顿涅茨

克、 巴赫穆特以及扎波罗热方向开
始进行反攻， 同时加大对克里米亚
半岛及俄南部边境地区的打击力

度， 但一直难以突破俄军防线。 近
期， 俄军加大对乌东重镇阿夫杰耶
夫卡的进攻，试图早日实现“解放顿
巴斯”的军事目标。

10 月初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后， 国际舆论焦点迅速转移， 加上
“乌克兰疲劳症”蔓延，西方民众对
于继续援乌的支持度不断下降 ，西
方媒体频频透露美欧政客私下劝

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政府与俄

谈判。
泽连斯基对此予以否认， 重申

未准备与俄开启和谈，并在国际上
频频发声，希望获得西方的持续援
助。 临近岁末， 泽连斯基宣布乌克
兰将在 2024 年生产 100 万架无人
机 ， 乌军方则计划再动员 45 万至
50 万兵员 。 克里姆林宫则多次强

调， 目前不具备乌克兰局势向和平
方向过渡的先决条件， 俄绝对优先
事项是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

目标。
俄罗斯挺过西方极限制裁 ，经

济社会保持稳定。俄总统普京 14 日
在莫斯科举行的“年度盘点”活动上
说，2023 年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
长 3.5%。 俄工业生产和制造业均增
长，失业率首次降至 2.9%。 俄国家
外债规模已从 460 亿美元降至 320
亿美元。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 乌克兰危
机导致俄欧关系、 俄美关系破裂 ，
欧洲被进一步捆绑在美国战车上 ，
战略自主下降； 全球多国重新审视
安全问题， 增加军购和国防预算 。
在经济方面， 这场危机加大了全球
经济复苏难度， 全球能源、 粮食供
应紧缩和价格波动一度使不少国

家出现困境。

地区博弈加剧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 俄罗斯和
西方紧张关系加剧， 俄面临更大的
压力和军事威胁。

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未止 ，阿
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硝烟又起。 9 月
19 日，阿塞拜疆以“反恐行动”为名
对亚美尼亚控制的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纳卡）地区发动军事打击，以
恢复当地“宪法秩序”。 一场闪电战
后，阿塞拜疆完全控制了纳卡地区，
随即宣布已与纳卡地区代表达成停

火协议。 12 月 7 日，阿塞拜疆和亚

美尼亚就改善两国关系发表联合声

明。
被称作“高加索火药桶”的纳卡

地区看似已经恢复平静， 但其背后
的大国博弈暗流汹涌。 作为外高加
索地区事务的传统参与者， 俄罗斯
在纳卡问题中扮演关键角色。 近两
年来， 被视作俄罗斯盟友的亚美尼
亚多次公开抨击俄在纳卡问题上的

“不作为”。 失去纳卡地区后，亚美尼
亚直接拒绝出席俄主导的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理事会会议。 不仅如此，亚
美尼亚还拒绝参与集安组织军演 ，
转而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

受乌克兰危机影响， 俄罗斯在
其他地缘方向投入的资源有所减

少，美国趁机展开行动，试图削弱俄
在地区的影响力。 今年 9月，美国总
统拜登与中亚五国元首在纽约举行

会晤，这是美国与中亚五国的“C5+
1”对话机制首次由部长级提升至元
首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副

所长韩璐认为， 美西方趁机加紧拉
拢地区国家， 导致俄在地区的控局
能力下降， 特别是亚美尼亚与俄罗
斯的同盟关系受损。 但总体来看，地
区国家依然与俄罗斯保持紧密联

系，对俄关系依然是外交优先方向。

对华合作深化

尽管美西方不断拱火浇油 ，但
亚欧国家普遍希望求和平、谋发展、
促合作。 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中国与
该地区国家传承友好合作， 携手应

对挑战。
今年 3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访问俄罗斯，开启今年第一次国
事访问。 10 月，俄总统普京来华出
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 中俄元首年内两度面对面
会晤，充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
和特殊性。

今年 5 月 ，中亚五国元首齐聚
中国古城西安， 参加首届中国-中
亚峰会，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成为本次峰会最重

要的政治成果。 建交 31 年来，中国
同中亚国家加速对接发展战略 ，务
实合作不断深化，友好关系日益巩
固。 中国-中亚峰会的举行将中国
与中亚国家关系提升到一个崭新

高度。
2023 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十周年，而中亚地区是共建“一
带一路”的首倡之地，也是共建“一
带一路”示范区。 十年来，中国同中
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先试先行 ，
在发展战略对接、合作机制建设、重
大项目推进等方面硕果累累， 中哈
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中吉乌公路等一大批互利共赢的合

作项目建成， 途经中亚的中欧班列
快速发展。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 中方宣布支持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涉及
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产业链供应链
等新亮点， 为未来中国与中亚国家
合作提质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 。

（新华社莫斯科 12月 21日电）

现代化、可持续、国际合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新模式
———访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

新华社记者 赵焱 陈威华

“中国正在加快农业现代化，融
合精准种植、 先进灌溉系统和生物
技术应用等创新举措， 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和可持续性， 确保本国人民
的粮食安全， 并通过国际合作为保
障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粮食安全作

出贡献。”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
任罗尼·林斯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表示。

林斯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实
现脱贫是了不起的成就， 如今为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 中国政府利用技
术创新和社会保障政策， 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取得突出成果。

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的
相关举措令林斯印象深刻。 他说：
“中国投资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教育
和卫生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差距，实
现城乡平衡发展。 这些举措不但防
止返贫， 也建设了更加公平和公正
的社会制度。 ”

林斯还认为， 中国探索建立粮
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是

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体现了中国致
力于保障粮食安全、 优化农业资源
布局。 “跨省体系提高粮食分配效
率， 对于资源分配以及应对气候变
化影响至关重要。 在流行病和贸易
紧张等可能影响粮食安全的全球背

景下， 这一举措可以被解读为中国
增强内部韧性的努力。 ”

加快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科技创

新。林斯说，中国政府投资自动化温
室和垂直农业等先进农业技术，创
建示范区测试并传播新的农业方法

和技术，改善全国耕作方式。 “这不
仅对中国人民的福祉至关重要，对
全球经济也至关重要。 ”

林斯表示， 中国重视农业发展
中的环境可持续性。他说，中国投资
灌溉技术、 可持续农业和智能农业
等创新农业方法， 重点研发抗病虫

害、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产品，并投资
农用无人机等先进技术。 “通过多项
创新举措， 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与
建设美丽乡村相结合也成为了可以

实现的目标。 ”
中国一些地区将景观设计元素

融入农田和种植园的做法让林斯

印象深刻。 他表示，曾看到有的中
国农田中穿插种植林木，创建绿色
走廊和保护区 ， 还有的种植薰衣
草、向日葵和葡萄等具有农艺和美
学价值的植物。 “这些方法不仅可
以优化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可持续
性，还可以创造美丽且吸引游客的
乡村景观，在为当地社区和环境带
来好处的同时，也为农民带来额外
收入。 ”

他强调， 中国注重通过国际合
作让人民不但有稳定的食物来源，
还能持续获得多样化、 安全和有营
养的食品。 “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

为贸易伙伴的农产品出口及商品和

技术交流提供了广阔空间。 ”
林斯说， 中国在精准种植和生

物技术等农业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 中国可以通过全球发展倡
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搭建平
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知
识和资源， 帮助世界更多国家提高
农业生产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林斯认为， 巴西是世界重要的
农产品生产国， 农产品贸易是巴中
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在物流和仓储等领域的投资可以

显著改善巴西农业供应链， 同时两
国在粮食育种、 肉类生产等技术方
面也可以分享交流经验。

“巴西和中国在农业方面的
合作互惠互利 ， 将助力两国经济
增长 、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 。 ”
林斯说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2
月 21 日电）

国际观察

中中企企承承建建泰泰国国输输电电线线路路项项目目竣竣工工

������这是 12 月 20 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摄的联合国安理会会
议现场。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20 日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向阿富汗提供
人道援助的力度， 增强与阿当局的接触并加大对阿当局反恐的支持，同
时敦促阿当局加强妇女权益保障。

新华社发（曼努埃尔·埃利亚斯 摄）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
向阿富汗提供人道援助

������这是 12月 20日拍摄的伊朗德黑兰尼亚瓦兰宫内景。
尼亚瓦兰宫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宫内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装饰、

绘画、地毯以及礼物。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走进尼亚瓦兰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