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9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
会亚洲媒体高峰会议在海南省三亚市举
行。本次亚洲媒体高峰会议的主题为

“亚洲媒体合作新时代——互联互通与创
新发展”，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共同
主办，来自亚洲40个国家的140余位主
流媒体负责人，以及亚洲文化学者和有
关方面代表共 300 多人共聚一堂，为开
创亚洲媒体合作与发展的新时代献计
献策。

构建命运共同体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的主题是
“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
作为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亚洲媒体高峰会议围绕亚洲与
世界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多位嘉宾表
示，亚洲国家唇齿相依、命运与共，促
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助于谋求亚洲
更大发展、更好推动本地区和世界其他
地区共同发展。

开幕式上，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
会委员、前秘书长龙永图表示，在博鳌
亚洲论坛成立之初，我们一直在寻找博
鳌亚洲论坛的发展目标，曾多次提出把

“亚洲寻求共赢”作为论坛的永恒主
题。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在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上提出亚洲“应该牢固树立
命运共同体意识”，2015 年更提出了通
过迈向亚洲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一系列主张。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目标使博鳌亚洲论坛站到了一个
新 的 高 度 ， 具 有 了 更 广 阔 的 全 球 化
视野。

发言嘉宾表示，新闻媒体是推动社
会发展、引领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应
通过提升媒体间合作共同体水平，促进
各国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
汇聚合作发展的智慧和力量。

讲好亚洲故事

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亚洲孕育出了绚丽
悠久的文明。在21世纪的今天，亚洲正
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亚
洲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成果丰
硕，这是值得亚洲媒体广泛挖掘的新闻

“富矿”，更是值得讲述的动人故事。与
会嘉宾表示，亚洲各国媒体应挖掘好、
讲述好、传播好亚洲人民创造历史和未
来的生动故事，把亚洲文明的多样性转
化为推动共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与会嘉宾认为，亚洲媒体应成为促
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的
沟通使者，向世界展现共建和谐、共生
繁荣的新时代亚洲风貌。

巴基斯坦国家广播电台台长沙夫格
特·贾利勒在发言中谈到，亚洲有着巨
大的市场基础，为基础设施、通信技

术、旅游和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的合作
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机会。近年来，亚洲
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东亚各经济体快速腾飞，各
国的改革举措、脱贫减贫成就、创新成
果等都是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的重点。

沙夫格特·贾利勒表示，中国开创
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对参与国的社
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一系
列陆上道路和海上航道将密织成网，连
接亚欧两洲，从而缩短空间距离，加强
互联互通。中巴经济走廊 （CPEC） 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将使巴
基斯坦和中国之间久已存在的亲密关系
更加牢不可破。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
用，充当宣传“一带一路”倡议的使
者。巴基斯坦的电子和平面媒体以真实
视角，在实施中巴经济走廊 （CPEC）
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展了大规模报
道，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

共谱合作新篇章

长期以来，亚洲在全球话语格局中
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改变“亚洲音量”和

“亚洲体量”的失衡现实，让世界了解一
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亚洲，应当成为亚
洲媒体共同的行动。与会嘉宾倡议，亚
洲媒体应深化合作、增进共识，在互联互
通和创新发展中迈向未来。

沙夫格特·贾利勒提到，巴基斯坦
有着多元的文化和风景，以及战略性的
地理位置；人口超过 2 亿，中产阶级迅
速崛起。这些有利条件为中巴两国基础
设施发展、交通运输、文化交流、跨区
域贸易、农业与媒体等领域的合作提供
了广阔的机会。双方有必要加强舆论合
作和整合，并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
智力支持。

老挝国家电视台台长本昭·皮吉在
发言中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
和信息交流日益频繁，媒体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老挝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
友好国家，老挝的报纸、互联网、广播
电视等各类媒体都与中国相关领域开展
了合作，这些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
等机制下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发展。希
望大会能够就传播客观、真实信息方面
达成更广泛共识，助力文化繁荣、和平
发展的愿景。

中方发言嘉宾强调，亚洲媒体要
加 强 创 新 驱 动 ， 打 造 竞 争 发 展 新 优
势。在互联网颠覆人类传播方式、新
媒体技术不断改写人类传播历史的当
下，世界新媒体发展中心向亚洲转移
的趋势日益明显。亚洲是社交媒体增
长最快的市场和信息发布量最大的地
区。亚洲媒体应在新时代加强交流，
构建全媒体时代的合作新平台，在讲
好亚洲故事的同时，更加自信地提升
亚洲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为亚洲发展
营造更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开创亚洲媒体合作新时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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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旨在通过建立一个新的互联互通平台，促进各国

共同发展，这恰好满足了我们对全新国际合作方

式的需求。应当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国家及各国人

民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是筑起高墙。

（本报记者 周明阳采写）

阿联酋和中国的关系不仅局限于经贸领域，

近年来从教育、旅游到电影、电视和文化等各个领

域，两国的合作都在不断加深。阿联酋人民对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充满信心，也对双方继续拓展

新的合作领域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 周明阳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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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既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互动的重要

窗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媒体要

主动担当，同心协力，推动亚洲地区跨国界、跨

时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鉴，吸收不同文明中的智

慧与营养，推动形成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局面。

（本报记者 周明阳采写）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全世界都将

“中国模式”视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尼泊尔和

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中国

为尼泊尔许多重要项目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这对

尼泊尔发展极为重要。

（本报记者 周明阳采写）

视角不同，文化各异，来自 40 个国
家的 100 多位媒体负责人畅所欲言、激
荡思想。在亚洲媒体高峰会议的平行分
论坛上，中英文同传早已不能满足交流
的需要，几个平行分论坛都为嘉宾们开
了“小灶”，平均每个论坛有 6 个语种贴
身传译。

尽管语言不同，但声音同频。亚洲
各国媒体代表有着这样的共识：为构建
亚洲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的力量。

嘉宾们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倡议，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理念得到
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对于亚洲国家而
言，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亚洲才
能好；亚洲好，世界才能好。

“虽然亚洲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
文化相近，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大家
休戚与共。”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台
副台长卡利别克·阿希尔巴舍夫感言，
亚洲和世界都处在剧烈的发展变化中，
面对机遇和挑战，只有携手共对，才能
寻得答案，研判未来。

哈萨克斯坦国际通讯社董事长阿斯
卡尔·马马罗夫说，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的倡议，之所以得到各国
广泛支持，是因为这一倡议为相关国家
乃至全球带来巨大红利，大家彼此依
存、互利互惠。“哈萨克斯坦是‘一带

一路’沿线关键节点之一，我们媒体要
通过新闻报道，让中亚国家对‘一带一
路’有更深切地体会和认同。”

这番话引发了不小的共鸣。大家表
示，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媒体不仅要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也要做发展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世界正进入
‘亚洲世纪’，亚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
展的引擎。”尼泊尔坎蒂普尔日报社主
编苏蒂尔·夏尔马认为，在共谋发展的
进程中，媒体扮演着传播信息、加强了
解、促进沟通、增信释疑等重要角色。

“我们已和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媒体开
展了不少合作，但还觉得不解渴，希望
能进一步密切交流。”

缅甸今日民主报社社长吴哥哥接过
话茬说，媒体在推动亚洲各国政策沟通、
民心相通等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因此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职责，为亚
洲各国营造良好稳定的发展环境。他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建议，可设立常设机
制，助力亚洲媒体之间的新闻合作联盟
落地生根，推动各国经贸往来、人文交
流，促进亚洲开放创新和繁荣发展。

亚洲的蓬勃前景展现无限活力与魅
力。坦桑尼亚非洲传媒集团副总裁阿卜
杜拉赫曼也特意赶来参加论坛，还到不
同会场“串门”。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特
别难得的机会，“非洲也希望搭上交流合
作的顺风车，成为共赢发展的一分子”。

语言不同 声音同频

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
本报记者 潘笑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