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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军队参
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全文见六、七版），
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主任罗
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宣传局潘庆华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胡凯
红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30年》白皮书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首部维和白皮书的“五个首次”

胡凯红说，白皮书全文约1.4万字，由前言、正
文、结束语和附录4部分组成，以中、英、法、俄、德、
西、阿、日等8个语种发表。

任国强说，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是中国
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在这个重要历
史节点，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30年》白皮书，全面回顾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
维和行动30年来的历程、实践和贡献，系统阐述中
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初心使命和政策主
张，深入阐明中国军队为世界和平出征，是服务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

罗为说，《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
年》作为中国政府发表的首部以中国军队参加联合
国维和行动为主题的专题型白皮书，具有很强的系
统性、权威性和创新性，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五个
首次”：

——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初心和使命。

——首次系统构建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政策体系。

——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军队在联合国维和
行动中承担的主要任务。

——首次详细介绍了5年来中国全面落实联
合国维和峰会承诺情况。

——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愿景和倡议。

中国军队维和30年贡献重大

罗为说，30年来，中国军队累计派出官兵4万
多人次，参加了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有16名官
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30年来，中国军队先后与
9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了合作
与交流。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也
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兵最多的国家。

罗为说，中国坚决支持联合国妇女、和平与安
全议程，30年来，中国军队先后派出1000多名女
性官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还有85名女性
军人在联合国总部和多个特派团执行维和任务。

潘庆华说，长期以来，中国军队在参与监督停
火、稳定局势、保护平民、安全护卫、支援保障等维
和行动任务中，广泛传递推动维和国际合作的真诚

意愿，积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真情播撒
希望、守护和平，用实际行动彰显大国担当、大爱情
怀，赢得了联合国和驻在国人民的真诚赞誉。

“中国本土无战事，中国军人有牺牲。”潘庆华
说，3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维和军人为世界和
平英勇出征。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先后有16名
中国军人为了人类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中国军队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任国强说。

中国全面落实联合国维和峰会承诺

罗为说，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维和
峰会，宣布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6项承诺。5年
来，中国政府和军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决
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履行相关承诺。

“5年来，我们组建完成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
命部队，先后派出25批7000多人次的支援保障力
量，为 60多个国家培训维和、扫雷等相关人员
2800多人。”罗为说，中国军队派出由4架直升机组
成的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对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
无偿军事援助正在积极落实之中。设立中国—联
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已经安排了23个项目1000
多万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有
2521名中国维和官兵在8个维和特派团和联合国
总部执行维和任务。

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
什么内容最值得关注？9月18日，相关专家对白皮
书进行了解读。

“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军队参加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初心与使命，即‘履行大国担当、维
护世界和平、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回答
了我们为什么参与维和行动的问题。”国防科技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高级
教官陆建新介绍，白皮书还首次从监督停火、稳定
局势、保护平民、安全护卫、支援保障、播撒希望等
6个方面，系统介绍中国维和官兵遂行的多样化任

务。特别是“播撒希望”部分，是中国军队爱民助
民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具有鲜明的人民军队
特征。

“当前，全球安全问题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单
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国防科技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高级
教官何星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的
共同责任，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使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
行动。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始终坚持当事

国同意、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的基
本原则。”何星表示，人类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
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而不是“一国独
霸”“几方共治”。

“白皮书向世界发出呼唤：和平需要珍视、和
平需要维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王剑飞说，随着世界相互联系日趋紧密，各国相互
依存不断加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各种
安全挑战，迫切需要世界各国超越冷战思维、零和
博弈，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履行大国担当的鲜明体现
本报记者 佘惠敏

“过去的化隆人吃不饱、吃不好。改革开放以后，能拼敢闯
的化隆人走出大山，靠着拉面的手艺走南闯北，以‘前店后家’的
方式在城里站稳了脚，拉面产业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作为第一
批闯出化隆县的“拉面人”，谈到这些年的变化，全国劳动模范韩
进录的眼中满是骄傲和幸福。

化隆县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东南部浅山地区，属于国家六盘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如今，从国家级贫困县
到高原上的“拉面之乡”，勤劳质朴的化隆“拉面人”开辟了一条
由拉面产业带动乡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创新之路。

“第一代‘拉面人’敢拼敢闯、背井离乡，我们得继承那股子
闯劲，更好地利用品牌运营、电商渠道等新模式，将化隆拉面产
业做强。”韩进录28岁的儿子韩晓峰告诉记者，作为化隆县新一
代“拉面人”，他辞职回乡经营自家的拉面店，把绿色农牧和拉面
文化融入拉面品牌。在他负责的化隆县黄河绿洲生态开发有限
公司实训基地内，青年“拉面人”带薪在岗学手艺、团结奋斗脱贫
困。目前，该公司已帮扶4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受训过的手
艺人平均年增收5万元。

2016年，化隆县创新实施“拉面带薪在岗实训+创业”的脱
贫模式，鼓励贫困户参加实训，坚持两年每人便能拿到政府1万
元补助，在实训期间，拉面店给实训人员开出不低于每年3万元
的工资。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带动2920户、11680名贫困人员
实现脱贫，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训后开办拉面店已达到
117家。

2019年，青海省化隆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成立，推
广“化隆牛拉面”品牌，帮助自主创业的“拉面人”解决困难，尝试
推动拉面产业智能化发展。

目前，一套智慧拉面收银系统已成为化隆拉面店的好帮
手。“通过这个智慧拉面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我们能了解上万
家化隆拉面馆运行情况。”化隆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局
长马玉忠介绍，这套新系统不仅能配置开店所需的原料、设备
和服务，还能办理异地政务服务，甚至可以通过营业数据进行
贷款。

目前，以化隆县拉面产业园项目为代表的“升级阵地”正有
序建设，该项目致力于打造成集养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销售
配送为一体的全国拉面“中央大厨房”食材供应基地。

产业园区与互联网电商有机结合，传统手艺和创新思维
合力破局，化隆县已经形成以建设特色产业信息化服务平台
为支撑，整合现有国内的1.7万多家拉面实体店产业优势，全力打造政企共建的化隆
拉面大产业链的新格局。截至目前，化隆县拉面经济及相关产业经营收入超百亿元，
随着拉面电商中心、拉面产业园的建设，高原上古老的“拉面碗”，已成为新时代的“聚
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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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9月18日电 记者刘畅报
道：9月17日至20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指导，四川省委、省政府主办的“创
新驱动发展两院院士四川行”活动在成都
举行。140余位院士受邀出席此次活动，
共谋四川高质量发展大计。

开幕式上，四川发布了《关于支持两
院院士在川创新创业十条措施》。四川将
对新引进院士给予每人200万元资助，对

具有重大产业化前景的院士团队给予最
高5000万元综合资助；鼓励院士牵头整
合优化省级创新平台，对纳入国家规划布
局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统
筹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和中央引导地方科
技发展专项资金分年度给予总额1亿元
的经费支持；对新建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在建设运行期内给予每年1000
万元经费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两院院士四川行”活动举行

扩大民间交流 增强青年互动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田 原

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南郊的袁家湾村，种植百合
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全村种植面积3000多亩，现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百合生产基地，有“中国百合第
一村”之称。9月17日，袁家湾村网上参与阿里巴
巴丰收购物节，被授予天猫“正宗原产地”称号。兰
州市七里河区联合淘宝天猫首创百合严选标准，进
一步提升兰州百合知名度和美誉度。

很难想象，这个几乎人人都会兰州百合栽培技
术的村庄，20年前，曾因销路不畅差点放弃了百合
种植。

近些年，袁家湾村党支部书记高作旺带领村民
们组建了集体企业，并尝试在网上开拓销路。高作
旺的女儿高艳玲说：“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他从来没

有出过村子生活工作，但观念超前，让村里抓住了
电商的机遇。”8年前，高作旺路过甘肃陇南一个盛
产核桃的“淘宝村”，第一次接触电商模式——当地
有个快递点，一麻袋一麻袋的核桃从这里往外运，
还有人来取网购的衣服。这让他有点震惊，一个这
么偏僻的村庄，通过网络就能和外面的世界紧密
连接。

“当时我就琢磨，要把我们村的百合也通过
淘宝平台卖出去。”高作旺说。没人懂电商怎么
办？他就动员在上大学的女儿毕业后回村，父女
俩还因此结了“梁子”。“好不容易到了城市，难道
又要回村里待一辈子？”架不住父亲的软磨硬泡，
高艳玲回了家，成为村里第一个回乡就业的大

学生。
从零做起，淘宝店从几单、几十单，增加到上千

单。2018年，村里申请了兰州百合的官方商标授
权，开起了兰州百合官方旗舰店，让兰州百合第一
次有了自己的“官网”。鲜百合、干百合、百合醋、百
合咖啡……通过兰州百合官方旗舰店，袁家湾村的
百合知名度不断提升，衍生产品越来越多，许多在
外务工的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就业。

如今，袁家湾村开设有七八家天猫旗舰店，村
民们不是自家开淘宝店铺，就是给淘宝店供货。袁
家湾村成了甘肃第一批小康村之一，全村1500人
在家门口过上了幸福生活，70%的家庭年收入超
10万元，家家户户都购置了小汽车。

百合香溢小康路
本报记者 李琛奇

本报讯 记者郁进东报道：今年上半
年，浙江省宁波市累计新引进大学毕业生
6.1 万人，增长 3.8%；市核心引才工程

“3315系列计划”吸引包括32名院士、143
名国家级领军人才在内的1923个高端人
才进行项目申报，增长27.9%，撬动民间资
本24.7亿元，同比增长38%，实现全市人
才工作稳中有进、逆势增长。

宁波市持续增强平台的吸附能力，加
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甬江科创大
走廊等发展建设，明确甬江实验室布局，新
引进北京大学宁波海洋药物研究院，推动
国家电投宁波氢能产业研究院、诺丁汉大
学灯塔计划（宁波）创新研究院完成签约，
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正式开园。

宁波在持续做大做强余姚、中官路两

大省级人才创业园的基础上，继续突出“产
业集聚、人才抱团”理念，大力推广建设市
级园区，新认定的海曙、鄞州、慈溪3地园
区共集聚国家级领军人才72名、省级领军
人才41名，产业特色明显、产业链条完备、
人才协同引进的创业集聚体优势进一步
凸显。

今年以来，宁波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协同打造一体化平台，打破行
政区划的限制，加速人才资源的快速流动，
让各类人才有用武之地。

据统计，截至目前，宁波产业技术研究
院累计达69家，集聚各类人才3万多名，
其中研发人才占比超70%，产业创新关键
人才近700名；今年以来宁波新建省级博
士后工作站23家，数量居全省第一。

宁波加快建设人才新高地

本报北京9月18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第
二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科技合
作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18日在北京举行。20个
科技合作项目实现现场签约，签约总额达到163
亿元。从签约项目看，集成电路、第三代半导体、
物联网、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精尖产业榜上有
名，高端产业链中的“卡脖子”技术受到特别
关注。

其中，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精尖产业项
目多、金额大，体现了企业对实现核心技术自主
可控的努力。如中电科集成电路核心装备产业
园项目投资66亿元，建设技术研究院、研发及
产业化基地；亦庄智通物联网产业园项目投资
17亿元，以物联网传感器、物联网芯片研发为
基础。

北京国际科博会签约163亿元

记者从9月18日海峡论坛组委会办
公室在厦门召开的第十二届海峡论坛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将于9
月19日在美丽的鹭岛拉开序幕。本届论
坛安排了论坛大会和青年交流、基层交流、
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34场精彩纷
呈的活动，加上有关设区市同期举办的12
场活动，共计46场活动。

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
海峡论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钟志刚介
绍，本届论坛继续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
融合发展”为主题，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各项交流活动，主会场设在厦
门，福建省有关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
同期举办相关活动。

本届论坛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云”破
障。钟志刚介绍，本届论坛创新举办形

式，46场活动中线下活动8场，线上活动
4场，线上线下结合活动34场。通过“云
辩论”“在线知识竞赛”“云上创意PK”等
形式为两岸青年提供交流和展示才华的
舞台；通过“云招聘”“带货直播”等途径
服务台胞台商就业创业、复工复产；通过

“云祭祀”“云端晚会展演”“云展览”等方
式为传统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同时结
合抗疫情景剧、环保T台秀、“城市代言
人”研学体验等线下活动形式和网上链
接让更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线参与
互动。

“尽管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本届论坛
仍受到两岸各界广泛关注，两岸各界代表
人士将出席论坛活动，其中包括近2000名
台湾同胞，同时线上线下活动的参与度将
大幅提升。”钟志刚说。

9月17日，农民在新疆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幸福村唐墩果园葡萄种植基地采收葡萄。近年来，该县因地
制宜，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葡萄产业，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帮助农民致富增收。

陶维明摄（中经视觉）

本报深圳9月18日电 记者杨阳腾报道：由
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举办的第二届
对口帮扶交易博览会（深圳）18日在深圳开幕。
博览会上，共签订重大扶贫产业项目意向投资25
个、订单采购项目12个。

博览会期间，深圳海吉星消费扶贫中心在深
圳会展中心设置展柜，集中展示深圳对口帮扶地
区特色扶贫产品。

据统计，从1990年开展对口帮扶以来，深圳
先后与全国17个省（区、市）的109个县（区）开展
帮扶合作，累计派出各类援派干部人才8048人，
其中党政干部2159人、专业技术人才5889人，累
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419.27亿元，社会帮扶资金
760亿元，帮助194.36万人脱贫奔小康。

深圳对口帮扶交易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