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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
各国应为人类发展计、为子孙后代谋，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齐心协力、守望相助，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在全球战“疫”过程中，中国肩负大国担当，以实际行动
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抗疫，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有主张。疫情发生以来，
习近平主席同近50位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话或
见面，介绍中国抗疫的努力和成效，向世界传递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中国信心”，并分享中国疫情防控经验和救治
方案，为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分享“中国方案”。在会见
会谈和通信通电中，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世界各国是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呼吁各方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应
对疫情。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提出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 4 点主张和系列合作倡
议，为全球战胜疫情注入了强大信心和澎湃动能。在第73届
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并提出全球疫情防控的6点
建议，宣布全球抗疫合作的5项重要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
与国际社会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大国担当、天下情怀。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有行动。推进国际社会
抗疫合作，中国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病毒没有国界，疫
病不分种族，中国呼吁各方以人类安全健康为重，加强国际抗
疫合作。中国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发挥全球抗疫领导作用，调
动全球资源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国及时向国际通报疫情
信息，毫无保留地同各方交流防控经验，中方分享的新冠病毒
全基因组序列信息、疫情诊疗和防控方案多语种版本等，为全
球防疫提供了基础性支持。同时，中国投桃报李，积极回馈国
际社会的宝贵支持和帮助，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和帮助，并想方设法为各国来华采购防疫物资提供
支持和便利。白皮书显示，3月至5月，中国仅口罩就出口706
亿只，在国外人均超过12只，此外还出口防护服3.4亿件、护
目镜1.15亿个……中国的行动，展现了疫情期间的人间大爱。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有承诺。在人类与病毒
的斗争中，中国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
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致力于擘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全球
卫生治理体系。当前，中国正与有关方面商谈和加紧筹建联
合国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加紧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
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并庄严承诺把研发完
成并投入使用的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着眼于发
展中国家的抗疫斗争和社会民生，中国将在2年内提供20亿
美元国际援助，并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为应对疫情给

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呼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
贸易。

患难见真情。在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
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凸显了全球脆弱性，在病毒威胁面前，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
默克尔等多国领导人均表示，面对疫情危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各国人民在抗疫
过程中相互施以援手、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真实写照和
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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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以来，广西中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
沿海、贵州南部、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
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100毫
米至300毫米。据水利部门监测，受降雨影响，广
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共计
8省（区）11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截至6
月9日14时，南方洪涝灾害造成广西、贵州、广
东、江西、湖南、福建等11省份262.7万人次受灾，
22.8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300余间房屋倒塌；
农作物受灾面积 145.9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40.4亿元。

对此，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和广东、广西水
利部门通过调度龙滩、岩滩、百色等骨干水库，拦
蓄洪水16.5亿立方米，最大限度减轻西江中下游
防洪压力；通过实施贺江水库群联合调度，将贺江
中下游10年一遇洪水削减为5年一遇。截至9日
20时，西江干流梧州站水位缓落至20.30米，超警
1.80米；北江石角站水位涨至9.32米，低于警戒
水位。

气象部门分析称，今年入汛以来，受弱厄尔尼
诺事件影响，我国气候波动大，天气气候形势复
杂，天气气候形势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入汛时间
早、主汛期暴雨过程多。华南3月25日入汛，比
常年偏早12天，江南6月1日入梅，比常年偏早7
天。入汛后，我国先后出现9次区域性暴雨过
程。尤其是5月17日夏季风爆发进入主汛期后，
暴雨过程明显偏多，而且落区重叠；二是降水极端
性强。入汛以来我国共有120个县市日降水量突
破当月历史极值，其中广西阳朔和富川突破历史
极值。5月20日至22日广东短时雨强大，东莞3
小时最大雨量达351毫米，破历史纪录；三是降水
区域分布不均，阶段性气象干旱明显。目前西北
东部、华北西北部、黄淮南部、江淮大部、江汉等地
有中到重度气象干旱，其中河南南部、安徽中西
部、湖北东北部等地气象干旱严重；四是高温时间
早，强度大。5月1日至9日，我国中东部出现
1961年以来最早高温天气过程，比常年值（6月
19日）偏早49天，35℃及以上的高温面积达74.8
万平方公里（5月3日），554站次日最高气温突破
当月历史极值。

据气象部门预测，12日起，我国东部主雨带
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届时广东等地雨
势会明显减弱，但主雨带西段仍盘踞在广西北部、
贵州等地。预计12日至17日，广西西北部、贵州
及江淮、江南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
雨、局地特大暴雨。

国家防总对南方强降雨防范和抢险救灾工作
高度重视，7日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
组赴广西指导地方开展防汛工作。国家防办、应
急管理部多次组织水利、气象部门和有关省区市

研判雨情汛情灾情发展态势，安排阶段性防汛工
作；三次下发通知，有针对性地部署江河洪水、山
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灾害防范工作，协调
指导地方重点加强中小河流堤防、水库巡查防守
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有效防范应对重大险情灾
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水利部在前期派出工作组基础上，加派2个
工作组分赴广东、广西，协助指导地方开展水库、
堤防险情处置工作。同时，广东、广西水利部门认
真做好水利工程调度和洪水预报预警工作，广东
省水利厅向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发送山洪预警信
息4624条；全省水利系统发布水情信息200余
份、水情预警短信4.8万余条。广西壮族自治区水
利厅发布暴雨和洪水防御警报21期，发布山洪灾
害风险预警16期。

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雅鸣表示，将
做好汛期防灾减灾气象服务，做好重点流域防汛
气象服务以及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灾减灾
气象服务，进一步强化大江大河、中小河流流域
雨情监测预警，强化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
易涝点的气象监测预警，并加强部门合作和应急
联动。

今年我国入汛时间早、主汛期暴雨过程多、降水极端性强

各地各部门有序安排防灾工作
本报记者 常 理 吉蕾蕾 郭静原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真
实记录了中国抗疫的艰辛历程。我们国家始终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了最
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中国人民坚韧奉
献、团结协作，构筑起同心战‘疫’的坚固防线。”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医疗护理处副处长、北京市
援鄂医疗队队长刘立飞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发生后，我国调动
全国医疗资源和力量，全力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
医疗救治工作。

白皮书显示，自1月24日至3月8日，全国共调
集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
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19个省份以对口支援、以
省包市的方式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16个地
市，各省份在发生疫情、防控救治任务十分繁重的
情况下，集中优质医疗资源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

“大规模、强有力的医疗支援行动，有力保障
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救治，缓解了重灾区医疗资源
严重不足的压力。”刘立飞说。

据介绍，北京市援鄂医疗队1月26日接到紧
急命令驰援武汉，从接到任务到整装出发不到24

小时。全队151名队员将个人安危抛诸脑后，舍
小家顾大家，在大灾大难面前，展现出医护工作者
的职责与担当。

刚到武汉的第一周，被刘立飞形容是一场“遭
遇战”，“你不知道有多少‘敌人’，也不知道它们在
哪里，怎么去应对。全队压力非常大”。

到达病区后，北京医疗队迅速打开局面。1月
29日，第一个病区开放，迎来首批19名确诊新冠
肺炎患者。1月30日，第二个病区开放。2月3
日，第三个病区开放，收治患者突破百人。

“队员们知道，与时间赛跑，就是从病魔手中
抢救患者，多节约一分钟，就可能多拯救一个生
命。在这场与病魔的生死较量中，每一位白衣战
士都在拼尽全力救治患者。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
是患者康复出院时的笑脸。”刘立飞说。

刘立飞介绍，北京援鄂医疗队救治能力和水
平快速提升，提高了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了病亡
率，实现医务人员零感染，得到了当地医院的肯定
和患者的信赖。武汉保卫战期间，北京医疗队累
计收治患者345人，最大年龄91岁，重症、危重症
患者占88%。3月30日，医疗队完成患者病情交

接工作，在院29名患者安全顺利交接给武汉协和
医院西院区，并于4月4日全部清零。

刘立飞告诉记者，医疗队专家参加战时联合
医务处、护理部、院感办工作，及时开展疑难、死亡
病例讨论，医疗组、护理组、院感组多次联合开展
隔离病区医疗安全检查，发现并整理各病区亮点、
问题和建议分享给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提升其
疫情防治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北京专家资源”，
建立起武汉—北京5G远程会诊沟通机制，最大限
度利用专家资源救治患者。

京鄂相亲、团结奋战。北京援鄂医疗队在武
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连续奋战65天，与当地医务
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大家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携手完成了这次艰巨而伟大的
任务。

“正像白皮书所说，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
是一次危机，也是一场大考。我和所有队员有幸
参与到这场大考之中，能为抗击疫情贡献一份力
量感到骄傲。”刘立飞说。

筑起同心战“疫”坚固防线
——访北京市援鄂医疗队队长刘立飞

本报记者 常 理

为支持非洲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国已向非洲11个国家派出148人次抗疫医
疗专家组。中方医疗专家组与非洲国家有
关部门和医务人员深入交流，分享抗疫经
验、对话社区民众、考察定点医院和实验室，
指导当地医疗队开展抗疫工作，受到多国政
要高度赞誉。

赤道几内亚总理奥巴马·阿苏埃6月3日
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
赤道几内亚开展工作，这给赤道几内亚抗击
疫情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奥巴马·阿苏埃赞赏
中国与各国毫无保留地分享新冠肺炎诊疗和
防控经验，他表示：“我高度评价中国同国际
社会特别是同非洲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
的合作，这一国际合作无疑是积极的。中国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诚实可靠的合作伙伴。赤道
几内亚同中国友谊深厚，愿进一步借鉴中方
的抗疫经验和诊疗方案，加强双方卫生领域
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6月6日
表示，中国政府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苏丹抗
疫，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苏丹和苏中关系

的高度重视。中国在全球率先成功控制住
疫情，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提供范例，苏丹
希望学习借鉴中方的疫情防控和诊治经验，
早日战胜疫情。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热苏斯6月6
日表示，感谢中国政府积极回应圣普政府请
求，在圣普艰难抗疫之时紧急派遣医疗专家
组驰援。热苏斯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
向圣普提供了抗疫物资、人员培训、运输保
障等各方面援助，凸显了两国高水平的友好
合作及中国对圣普抗疫工作的真诚支持。
专家组在圣普期间倾囊相授，与圣普医务人
员积极分享抗疫知识，有效提升了当地医疗
体系应对疫情能力。热苏斯代表圣普人民
感谢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强调圣普政府将
继续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

刚果（布）总理穆安巴认为，中国在抗疫
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刚果（布）学习
和借鉴。中国医疗专家组的到来大大增强
了刚果（布）的抗疫能力，并进一步深化两国
卫生领域合作。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布《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海外媒体高度关
注，认为白皮书总结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历
程，否定了“中国源头论”“中国隐瞒论”“中国责任
论”等无端指责，认为中国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作出了贡献。

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
均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白皮书主要内容。共同社报
道指出，白皮书否定了对于中国“隐瞒信息”的指
责，指出中国在去年12月27日确认不明原因肺
炎，并在今年1月3日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强调
通过1月23日对武汉封城等果断措施，在4月下

旬全国彻底切断了病毒感染途径。
《朝日新闻》在报道中指出，针对美国及外国

媒体指责中国通报迟缓隐瞒信息的指责，白皮书
强调中国以对历史、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应
对了此次疫情。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新冠肺炎是近百年
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果断打响疫
情阻击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迅
速行动，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
力量、指明了方向。报道援引白皮书内容称，在防
控和救治两个战场协同作战方面，中国采取最全

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前所未有地采取大
规模隔离措施，调集全国资源开展大规模医疗救
治，不遗漏一名感染者，不放弃一位病患，实现“应
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出，白皮书对某些国家
污蔑和捏造“中国是病毒源头、中国隐瞒病毒疫
情、中国对疫情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指责予以驳
斥，认为这些说法是毫无根据且不合理、不尊重科
学的。中国在疫情防控问题上采取了透明行动，
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通报了事态发展，
反对将疫情贴上政治标签和政治化，造谣抹黑
中国。

中国为全球疫情防控作出贡献
——海外媒体积极评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本报记者 苏海河 蔡本田

非洲多国政要盛赞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

为当地抗击疫情带来希望曙光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近日，阿联酋华人爱心社在迪拜德拉娜
莎广场向千余名在阿外籍务工人员发放了
一次性防护口罩、洗手液等防疫物资。

近2个月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阿联酋当地居民的工作生活受到较大影响，
外籍务工人员更是面临极大困境。在阿华
人华侨在做好华人社群内互帮互助的同时，
充分展现社会责任，自发组织成立了阿联酋
华人爱心社，在短时间内组织筹款筹物，发
放给当地外籍务工人员。

阿联酋华人爱心社发起人、沙迦大学
教授柴绍锦表示，爱心社的成立旨在以实
际行动支持阿联酋抗疫工作，援助因新冠
肺炎疫情受困的外籍弱势人群，帮助他们
渡过难关。目前，华人爱心社已经获得阿
联酋红新月会和达尔阿拉伯慈善协会的批
准，允许在上述机构指导和监督下，开展募

捐，发放食物、生活必需品和防护用品等援
助活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来收入就不
高的部分外籍务工人员现在几乎没有任何
收入，他们在日常生活和防疫措施上面临很
大困难，对阿联酋整体抗疫工作也造成了一
定影响。我们帮助他们，其实也是在帮助我
们自己。”阿联酋华人爱心社志愿者马俊说，
爱心社成立以来，不仅募集到了各类防疫物
资及生活用品，也募集到了善款。

“我们提前花了1个多小时打包物资，
总计1000份，差不多40分钟就全部发放完
毕。”金含笑是阿联酋华人爱心社志愿者，同
时也是首批物资发放的主要组织者。她说：

“首次发放的物资主要包括5000只一次性
防护口罩和相关生活用品，用于保障外籍务
工人员的基本生活。”

阿联酋华人爱心社展现社会责任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王俊鹏

近日，地处珠江上游的广西柳州市融安县浮石镇段江面提前迎来洪水。连日来，受高空槽、低空切变
线和地面弱冷空气影响，广西柳州市融安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应急和防汛部门进入24小时值班状
态，要求各级各部门做好安排，适时预置抢险力量，及时应对险情灾情。

谭凯兴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位于广西西江梧
州段上游，正在建设中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
于7日上午迎来“西江一号”洪水，洪峰流量达到
23700立方米每秒。这意味着，大藤峡水利枢纽
工程迎来启动蓄水后的首场洪水考验。

作为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大藤峡
水利枢纽工程今年3月开始正式蓄水。由于大藤
峡水利枢纽工程右岸二期工程在上下游围堰保护
下施工，左岸泄水闸、船闸等建筑物还处于磨合阶
段，一旦发生超标准洪水，将面临严重威胁。对
此，大藤峡项目总指挥部迅速响应，提前部署，精
准调度，全力确保国家重大工程防汛安全。

据了解，自6月5日起，大藤峡船闸临时停航，下
泄流量从17000立方米每秒加大至23900立方米每
秒，提前将库水位从47.6米汛限水位降至44米防洪
运用最低水位，随时做好参与削峰拦洪的准备。

大藤峡水利枢纽迎首场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