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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会去填补中东所谓“真空”
外交部长秦刚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谈中国中东政策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东国家内政

澎湃新闻记者：去年底习近平主席
出席首届中阿峰会、中海峰会并对沙特
进行国事访问，今年2月中方接待伊朗
总统访华。显然中国对中东地区的重
视在上升。未来中国中东政策的重点
是什么？

秦刚：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悠久，
是好朋友、好伙伴。

在去年底召开的首届中阿峰会上，
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
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有力地促进了中
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上个月，
伊朗总统莱希成功访华，双方一致同意
深化发展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
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国支持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反对
外部势力干涉中东国家内政。中国将
继续主持公道，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
协商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中国完
全尊重中东国家主人翁地位，不会去填
补所谓“真空”，也不搞排他小圈子。我
们愿做中东安全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繁
荣的合作者、团结自强的推动者。

谈所谓“战狼外交”
这是一个话语陷阱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有人认
为，您被任命为外长是中国抛弃“战狼
外交”、采取一种更加柔和的外交方式
的体现。中国真的“偏离”了以往被视
为强硬的标签吗？

秦刚：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时，美国的媒体
惊呼，“中国战狼”来了。现在我回来当
外长，又不给我这个称号了，我还真若
有所失。其实，所谓“战狼外交”就是一
个话语陷阱，制造这个话语陷阱的人，

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要么无视事
实，别有用心。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说过，以德
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中国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但当豺
狼挡道、恶狼来袭，中国的外交官必须

“与狼共舞”，保家卫国。

谈中欧关系
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法新社记者：鉴于过去几个月中美
关系紧张，中方是否计划加强与欧盟的
政治和商贸关系？

秦刚：中欧是两大文明、两大市场、
两大力量。中欧开展交往完全是基于彼
此战略利益独立作出的选择。中欧关系
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不管形势如何发展，中方始终视欧
盟为全面战略伙伴，支持欧洲一体化。
我们希望欧洲经历了乌克兰战火的磨

难，痛定思痛，真正实现战略自主、长治
久安。

我们愿同欧方一道，坚持真正的多
边主义，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克服
各种干扰和困难，不断深化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
多稳定性、确定性和正能量。

谈青年与中国国际形象
提升国际话语权，青年义不容辞

《中国日报》记者：我们报社开展了
“你的关注，外长来答”的征集活动。很
多青年人关注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话
语权问题。您认为应当如何向国际社
会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青年
人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可以发挥怎
样的作用？

秦刚：首先感谢《中国日报》开设了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拉近民众特别是青
年人与中国外交的距离，也感谢广大青

年朋友对外交工作的关注支持。我认
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对中国青年
有这样的情怀和眼界感到欣慰。中国
人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习近平
总书记说过，青年代表希望，青年创造
明天，青年要在参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青春活力。

当今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我们比以往更容易“上热搜”、被围
观，但我们手中的麦克风还不够多，音量
还不够响，舞台上还有不少“麦霸”，关于
中国的噪音、杂音还不少。提升中国的
国际话语权，当代中国青年义不容辞。

青年要自信，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就赋予我们自信
的底气。希望青年在实践锻造中不断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平视
这个世界，与世界平等地对话，拿出中
国青年的视角，发出中国青年的声音，
展示中国青年的风采。

青年要进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青年奋勇
争先，顽强拼搏。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
人类现代化的序曲，包括中国在内的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进步才是人类现代化
的交响，中国青年奋斗逐梦则是这部交
响曲中最跳动、最美妙的音符。

青年要开放，要胸怀天下，走出去
博采众长，交流互鉴，用自己的眼睛观
察世界，用自己的话语解说中国，讲好
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

欢迎更多青年朋友投身中国外交，
在风云际会的时代谱写壮丽的青春之
歌！

秦刚最后表示，明天是国际劳动妇
女节，我在这里向参加两会的女代表、
女委员、女记者和女同胞们致以节日的
问候！祝大家节日快乐，万事顺意！

记者会历时1小时50分钟。
据新华社

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长秦刚
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侯蓉（左）、余
绍容（中）、王永兰
三位女代表在分
组会间隙交流家
乡发展心得。

图 据 新 华 社
客户端

7日，晨光洒在新绿初发的枝头。
50岁的余绍容代表早早起床，穿

上羌族盛装。“上午驻地分组会，下午大
会堂第二次全体会议。忙飞起咯！”

再忙，代表们也不忘在会议间隙多
交流、分享。“难得凑在一起，要碰撞碰
撞，才有得进步嘛！”她说。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
3月7日午饭后，余绍容约了两位女代
表一起坐坐。

“希望我的家乡能被更多人了解。”
作为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党支
部书记，余绍容介绍起了自己的家乡。

“15年了，从废墟中一砖一瓦重
建，到摘下‘贫困帽’，如今我们走上了
乡村振兴的大路。纳吉纳鲁（羌语：吉
祥如意）！”说着笑着，羌秀服装上的羊
角花煞是好看。

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灾区儿女在
全国各族人民的关怀下，日子越来越好。

“压不垮震不碎的精气神，一直在。”她说。
“汶川大地震后首只生病被救护的

野生大熊猫，就在我们基地，每天上树、
遛弯儿、打盹儿，可欢实了。”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蓉代表笑道，
它就叫“北川”，震后新生，活力无限，

“你们有空来看看它噻！”
侯蓉拿出5日和她一起出现在“代

表通道”上的熊猫新生幼崽仿真模型，
“你们摸摸，真的崽就长这样。”

“怪小的！要养活、养大一只‘国宝’
得多费劲。”攀枝花市米易县普威镇独
树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兰代表感慨。

从事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研究近30年，侯蓉连续四届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

“快给我们传授点履职经验。”两位来
自基层的女村支书，都是首次当选代表。

“要多学习、多调研、多思考。”侯蓉
说，十多年来，自己关注的课题不断扩
大，领衔提交了31件建议和 10件议
案，从大熊猫到濒危野生动物，从生物
多样性保护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比如，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她发现
虽然大熊猫保护得到改善，但生物多样
性保护仍有待加强。“我就提出要推进
对具有生态功能关键性物种的保护和
种群复壮工作。”她举例说。

“这可提到我心坎上了！”王永兰赞
不绝口，从沃野千里的川西南“聚宝盆”
安宁河谷而来，她知道生态有多重要。
有了天下良田，才有天下粮仓。

“糃稻、红糖……”一说起村里的特
产，王永兰的话匣子总也关不住，滔滔不
绝中，仿佛安宁河谷的阳光扑面而来。

“我们那儿呐，月月有花赏，季季有
果尝。”她说，米易县创新“稻菜轮作”模
式，扛稳了“米袋子”、丰富了“菜篮子”、
鼓起了“钱袋子”。

“这么好的条件，还可以有更大的
目标！”余绍容说。

“对，我希望家乡积极创建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打造共同富裕的乡村样
板。”王永兰说出了心愿。

“把你的想法，落到建议里，再落到
大地上！这就是履职，耕耘劳作，瓜熟
蒂落，开花结果。”侯蓉笑道。

自同一片热土而来，三位女代表相
约着，两会后到彼此的家乡看看。

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无数中国女性
向阳生长，以力与美，逐梦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

三位四川女代表“围炉”话履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