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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3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瓦努阿图
共和国总统摩西互致贺电，庆祝两
国建交 40周年。

习 近 平 指 出 ，中 瓦 建 交 40 年
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
验，双方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各领域
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利益。中瓦守望相
助，并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

两国友谊。中瓦关系已成为发展中
国家相互尊重、团结协作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瓦
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建交
40 周年为新起点，深化拓展两国各
领域对话、交流、合作，推动中瓦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摩西表示，过去 40 年来，中国
一直是瓦努阿图的重要发展伙伴、

永远可靠的朋友。瓦努阿图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瓦中建交
4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不断
向前发展。借此机会祝贺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
就，预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瓦
努阿图总理拉夫曼互致贺电。李克
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瓦关

系，愿同瓦方共同努力，以建交 40
周年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
挖务实合作潜力，推动中瓦关系取
得新的更大发展。

拉夫曼表示，瓦方高度重视瓦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珍视双方卓有成
效的合作，诚挚感谢中方持续支持瓦
国家发展。期待同中方一道，拓展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加强在多
边领域的协调，不断深化两国关系。

习近平同瓦努阿图总统摩西就中瓦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3 月 25 日，农民在菲律宾
中吕宋地区新怡诗夏省的中菲
农技中心工作。

菲律宾农业部长威廉·达
尔 25 日说，菲律宾和中国的农
业合作有利于菲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改善，希望两国进
一步加强农业合作，造福更多
民众。达尔在中吕宋地区新怡
诗夏省出席中菲农技中心三期
项目竣工仪式时说，引入中国
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使菲水稻产
量稳步提高，对维护菲粮食安
全、改善农民生活作出贡献。

新华社传真

新华社阿克拉 3 月 25 日电（记
者 许正）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
共 体）25 日 在 加 纳 首 都 阿 克 拉 宣
布 ，在 原 18 个 月 政 治 过 渡 期 基 础
上，再给予马里过渡政府 12 至 16
个月的政治过渡期，敦促其在期限
内举行总统选举，恢复马里民主秩
序。

西共体成员国领导人 25 日在
阿克拉举行特别峰会，讨论马里、几
内亚和布基纳法索政治局势。西共
体委员会主席布鲁在会后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在原 18 个月政治
过渡期（至 2022年 2月前结束）基础
上，再给予马里过渡政府 12至 16个
月的过渡期，如未能完成过渡将继

续实施对马里的制裁。
2020 年 8 月，马里发生军人哗

变。由哗变军人成立的全国人民救
赎委员会随后宣布，前国防和退伍
军人部长恩多被任命为过渡总统，
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主席戈伊塔被
任命为过渡副总统。2021 年 5 月，
恩多辞职。马里宪法法院随后宣

布，戈伊塔接任过渡总统一职。
2021 年 11 月，因马里过渡政府

称无法在 2022年 2月前完成政治过
渡、举行总统选举，西共体决定对马
里过渡政府实施制裁。今年 1 月，
西共体决定维持对马里过渡政府的
制裁，同时实施新制裁。

西共体决定给予马里更长政治过渡期 新华社莫斯科 3 月 25 日电 俄
罗斯军方 25 日说，俄特别军事行
动 第 一 阶 段 主 要 任 务 已 总 体 完
成。此后，俄军将集中力量实现在
顿巴斯地区的主要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 25 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总结在乌军事行动。俄武
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
鲁茨科伊表示，此次军事行动“实
际完全摧毁了”乌空军和防空力
量，乌海军“不复存在”，陆军遭重

创，乌武装部队战斗力已遭实质性
削弱，这使得俄军可集中力量达成
在顿巴斯地区的主要目标。

鲁茨科伊说，俄军军事行动将
持续至“全面完成武装部队总司令
下达的任务”。目前，俄军封锁了
基辅、哈尔科夫、苏梅、尼古拉耶夫
等多个乌克兰大城市，并完全控制
扎波罗热州大部分地区和赫尔松
州。卢甘斯克 93%的区域和顿涅
茨克近 54%的区域已被控制。

俄军方：第一阶段主要任务已总体完成

新华社联合国 3 月 25 日电 联
合国安理会 25 日就当前朝鲜半岛
局势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张军在会上呼吁有关各方
保持冷静克制，坚持对话协商的正
确方向，并全面阐述中方对政治解
决半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张军表示，朝鲜日前宣布进行
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方对当前事
态发展感到关切。中方呼吁有关
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坚持对话协商
的正确方向，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
张局势和导致误判的行动。半岛
问题的直接当事方，也就是美国和
朝 鲜 应 当 尽 早 重 启 直 接 对 话 进
程。美方理应展现诚意，采取有实
际意义的行动，为稳定局势、积累
互信、重启对话作出更大努力。

他指出，美朝两国领导人 2018
年起举行多次会晤，就改善两国关
系和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达成重
要共识。在此基础上，朝鲜作出了
关于暂停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
试射的承诺，向半岛无核化迈出重
要一步。但是，自 2021 年初、特别
是进入 5 月之后，美朝对话持续陷
入僵局，无核化进程停滞不前，半
岛局势变数增多，紧张的一面有所
上升。有关方除了表示“无条件对
话”，没有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回
应朝方合理关切。

张军表示，作为半岛近邻，中
方始终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
持半岛无核化，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问题，希望美朝积极开展对话
接触，寻求处理分歧的有效方案。
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在半岛问题
上应保持审慎和理性态度，为推动
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发挥积极和建
设性作用。中方呼吁各方着眼半
岛和平稳定大局，按照“双轨并进”
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为实
现半岛无核化、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作出不懈努力。

他强调，要重视解决朝方合理
关切。半岛形势走到今天，事出有
因。问题根源在于朝鲜面临的外
部安全威胁长期得不到消除，朝方
的合理安全关切始终没有得到解
决。事实反复证明，对话和外交努
力只有走在前面才能避免危机的
发生，放任形势持续恶化不符合任
何一方的利益。下一步形势往哪
里走，很大程度取决于美方怎么
做，是真正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
动，还是继续把半岛问题当作地缘
战略的筹码。

张军说，安理会涉朝决议应得
到全面、完整、准确执行。安理会
应当在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
用，而不应一味强调制裁施压。中
俄在安理会共提的涉朝决议草案，
出发点就是为缓解朝人道民生形
势，为各方促进互信、实现对话营
造氛围，为半岛问题政治解决注入
动力。这一草案仍然有效，希望各
方积极考虑和支持。

中方呼吁朝鲜半岛问题
有关各方坚持对话协商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