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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
区，湖南是中国对非合作最活跃的
省份之一。

7月24日至26日，300多名中非
嘉宾相聚湖南，在第七届中非民间论
坛、第七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上，
话友谊、谈合作，探讨为推动构建高
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聆听中非友谊故事时代回响

会场外，随处可见中非嘉宾握
手、拥抱；会场内，一则则小故事，诉
说着中非友谊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
历久弥坚。

在国际志愿服务平行论坛上，
中国（湖南）第 19批援津巴布韦医
疗队队长朱伟分享了他的中非友谊
故事。朱伟曾赴津巴布韦推广中医
针灸，培养当地中医针灸人才。尽
管他已回国一年多，仍常接到来自
非洲的求助电话。

“我最近就接到了紧急视频求
助。针灸班学员理查德正在出诊，
我远程指导他通过针刺一些关键穴
位，缓解了一位小男孩的腹痛。”朱
伟说，“在一次次跨国医疗援助中，
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非洲越来越受欢迎。”

真正的友谊，从来都是相互
给予。

开幕式上，来自青海玉树和云
南金平的两位小学生尕玛罗多旦增
和敖景昕，用稚嫩的声音讲述了他
们所在的中刚友谊小学、中国-赤道
几内亚友谊小学的故事。

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
并不富裕的刚果共和国政府向灾区
捐建了一所小学，将其命名为“中刚
友谊小学”；2015年，赤道几内亚总
统奥比昂在访华期间宣布，为云南
金平捐建一所小学，大山深处的孩
子们有了更好的学习条件……

“彩云之南见证了中非兄弟般
的深情厚谊，我们永远铭记。”敖景
昕说，“我们会努力学习，成为中非
友好交往的小使者。”

故事，因真诚而点滴入心。涓
涓细流润物无声，滋养着中非友谊
的合抱之木。

拉紧中非全方位务实合作纽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
中的大陆。两片发展热土，远隔万
里而休戚相关，拥有广阔的合作
前景。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部署，受到非洲朋友广泛关
注。他们相信非中各领域合作将迎
来更多机遇。

“希望与中国加强海洋生态环
保合作，共享蓝色经济发展。”塞舌
尔联合塞舌尔党副主席马文·范尼
言辞恳切。

“期待中国帮助贝宁青年了解
新兴数字技术，以应对更多挑战。”
贝宁复兴进步联盟中央档案组成员
克雷邦·阿克培米亚库·多多目光
深远。

“鼓励中非媒体开展联合报道，
加强智库伙伴关系合作，促进双方
信息共享。”非盟经社文理事会高级
新闻官卡罗尔·吉隆博提出具体
举措。

在中非经贸合作和民生合作对
接活动上，中非合作的壮阔图景更
加直观：近50家中国企业与中非嘉
宾现场对接洽谈，探寻更多合作
机遇。

湖南小咖主咖啡有限公司的展
台上满满地摆放着咖啡产品，公司
负责人景建华与合作伙伴、来自刚
果（布）的留学生高翔不时向参会嘉
宾介绍公司情况。

“我和建华在第二届中非经贸
博览会上结缘，我很喜欢咖啡，又十
分热爱中国文化，所以一直在帮助
他对接非洲的资源。”高翔说，“作为
一名非洲留学生，我很高兴能直接
参与到非中经贸合作之中。”

景建华的公司已与埃塞俄比
亚、卢旺达等非洲多国实现咖啡业
务往来。“期待未来能与更多的非洲
咖啡生产国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也
希望能通过一杯咖啡让更多同胞了
解非洲。”他说。

架起中非人民心灵相通的桥梁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
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非分处不
同大陆，在通往现代化的共同征程
上，更需要通过交流互鉴，增进理解
信任、促进民心相通。

中非人文交流合作平行论坛现

场，非洲青年乒乓球运动员与中国
前乒乓国手张怡宁同台“切磋”，带
来“乒乓成就梦想”的节目展示。

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乒乓球运动
员娜斯丽·梅丽莎曾得到过张怡宁
的指导，“我从她那里学习到很多打
球技法，受益匪浅。”

玛丽莎现在阿尔及利亚教6至
10岁的小朋友打球。“希望未来能在
更多非洲国家推广乒乓球运动，让
非中人民在乒乓交流中增进了解。”
她说。

从飞针走线的湘绣，到一处方
台演大千的皮影，再到径寸之木技
亦灵怪的核雕……非遗文化体验展
厅内，30余项文化项目让参会代表
目不暇接，大为赞叹。

来自湖南工商大学的王慧南在
展厅内参与翻译工作，接待了多位
非方嘉宾后，她对中非文化互鉴的
重要性感触颇深。她说：“文化交流
让中非人民跨越地理界限和语言障
碍，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和尊重。”

“这次论坛提供了中非人民直接
沟通、互联、交往的机会，让双方更好
了解彼此的文化习惯、生活方式，将
助力非洲和中国以更成熟的方式实
现合作共赢。”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
会党全国青年领袖特米达约说。

金秋时节，新一届中非合作论
坛峰会将在北京召开。中非人民共
同期待，中非友谊的故事将谱写新
篇章，中非团结合作将迈上新高度，
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将开启
新未来。（新华社长沙7月27日电）

300余位中非嘉宾“湘”约，共谋中非合作新未来
新华社记者 刘杨 张格 白田田

（上接第一版）

暖心牵挂，推动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提质升级

告别军营，奔赴山海。回归地
方，兵心依然。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力量。退役军人的人生新阶段，
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牵挂。

2023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重点抓好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
体就业。

2024年 6月 20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把就业摆
在突出位置，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工作。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把退役军人放在心上，强调
要做好包括退役军人在内的重点群
体就业工作。退役军人就业一次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在各项政策的支持
下，退役军人正以多种方式走上新
的“战位”，继续发光发热。

——开展转业军官“直通车”安
置，健全“阳光安置”工作机制，深挖
安置岗位资源，持续优化机关、群团
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安置安
排工作退役士兵比例，健全省、市两
级统筹调剂安置任务机制，提升安

置质量。
——多措并举促进退役军人就

业。先后3次调整完善税收优惠政
策，引导激励民营企业吸纳更多退
役军人就业。有效拓展行业合作就
业模式，实施消防员、军队文职人员
专项招录，开展“浪花计划”定向培
养退役军人海员，组织编写退役军
人教育培训教材，开发退役军人人
力人才资源。签约合作近2万家企
业，累计为退役军人提供近 130 万
个优质岗位。全国累计举办退役军
人专场或联合招聘会 6万余场，累
计 270 万余名退役军人达成就业
意向。

——聚焦服务支持创业创新。
举办两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
赛，1.5万余个创业项目，逾4万名退
役军人参与。指导各地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挂牌设立退役军人创业孵
化基地 1988 个。组建退役军人创
业导师队伍近1.3万名，退役军人创
办的经营主体已达 586.8 万户。线
上定期举办“军创英雄汇”直播带岗
活动，近亿人次走进直播间，有效扩
大影响。

——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
育培训。组织召开全国促进优秀退
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工作会，助力

“兵教师”走进校园传道授业。稳步
推进教育培训，仅2023年就助力近
20万名退役军人参加学历教育，组
织适应性培训 27.5 万人次，开展技
能培训14.8万人次。聚焦退役士兵
发挥优势特长，组织专门力量开发

“国防教育辅导员”国家职业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军人是最

可爱的人，让军人受到尊崇是最基
本的。必须做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
工作。该保障的要保障好，该落实
的政策必须落实，不能让英雄流血
又流泪。”党的十八大以来，退役军
人工作始终把不断满足退役军人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更加公平更加充分地保障退
役军人的待遇，让他们的获得感、幸
福感、荣誉感成色更足、更可持续。

——积极协调中央财政及时提
高军队离退休干部、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等服务对象待遇水平。组织军
休功臣荣誉疗养，推进军休老年大
学建设和军休老旧小区改造，创演
话剧《兵心》，持续扩大军休服务
App覆盖面。开展无军籍退休退职
职工和军队退休文职人员政策制度
研究。

——开展“老兵永远跟党走”系
列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八一勋章”、
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和全国“最
美退役军人”代表参加短期疗养；完
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拓
宽帮扶资金来源渠道，开展困难退
役军人先天性心脏病子女救助、子
女助学、守护光明等“情暖老兵”系
列行动。

深情礼敬，在全社会掀起
尊崇英雄风尚

战鹰轰鸣，穿云而出；军民肃
穆，英雄回家。

2023 年 11 月 23 日，护运在韩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运-20
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缓
缓通过水门，歼-20战机低空通场，
护卫英灵回到祖国。2014年来，祖
国以最高礼仪迎接10批938位烈士

“回家”。
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崇尚英

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
关爱烈属”的感人场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到地方考察，多次瞻仰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
命历史纪念场所，深情缅怀英烈，讲
述英雄故事，重温革命历史。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
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
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对一
切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奉献和
牺牲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都要发
扬他们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汲取奋
发的力量，共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艰苦
奋斗、不懈奋斗。”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
先锋。”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的礼
赞，影响和感染着社会方方面面。
全社会崇尚英雄共识不断凝聚，尊
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氛围
日益浓厚，红色基因、拥军传统不断
传承。

——建好用好红色资源。各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多措并举，大力整合
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
因。全国共有烈士纪念设施 15万多
处，建设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1600多
个。加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力量，
集中整修零散烈士墓25万余座。2023
年启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及标识
牌，启动编制《中国烈士纪念设施概
览》，完成在老挝、赞比亚等多个国家的
中国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保护工作。连
续开展“清明祭英烈”“红色九月”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推动英烈精神深入人
心。2022年，成立国家烈士遗骸搜寻
队及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
加大关键技术科研攻关力度。截至目
前，已先后为20位在韩志愿军烈士确
认身份，让更多烈士从“回国”到“回
家”，从“无名”变“有名”。

——培树宣传典型事迹。讲好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事
迹，高标准推进表彰奖励工作，成功推
荐优秀退役军人获评“时代楷模”“国
家工程师奖”“中国三农人物”“中国好
人”等荣誉，拼搏奋斗、崇德向善的榜
样示范效应持续放大。举办“学思
想 颂英烈”全国英烈讲解员大赛，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烈的故
事，推动7000余名烈士事迹在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展陈。

——不断营造尊崇氛围。新兵入
伍欢送、光荣牌悬挂、立功受奖送喜
报、退役返乡欢迎、退役军人名录和事
迹载入地方志等机制日臻成熟。连年
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
补助标准，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

待证申领发放顺利完成阶段性目标，转
入常态化。优待证使用场景不断拓展，
全国1600多家A级以上景区为优待证
持证人减免门票费用，数万家热心企业
提供购物、餐饮、住宿等方面的优先优
惠，持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尊崇感不
断增强。

——广泛掀起双拥热潮。各级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扎实深入开展双拥工
作，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更高质量发展。
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创建活动
深入开展，全国各地推进新时代双拥工
作高质量发展，营造“爱我人民爱我军”
浓厚的社会氛围。组织 116 个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与边海防基层连队结对
共建，推进“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
工作，组织春节专项慰问活动，激励广
大官兵安心戍边守防，全力服务部队备
战打仗。建立健全全国双拥系统应急
应战快速响应机制，认真落实“军地互
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开展新时代拥
军支前创新发展研究。加强军供站、光
荣院、优抚医院改革发展，积极协调解
决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子女入学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高扬奋斗风帆，驶出了一段波
澜壮阔的航程，在退役军人工作发展史
上留下了一串坚实的印迹。

风劲帆满图新志，砥砺奋进正当
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必将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 7 月 28 日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利用网络暴力侵犯企
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制造、传播涉企谣言，对企业实施敲诈
勒索、损害商业信誉等犯罪，以网暴企业牟取非法利益，严重侵害企业合法
权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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