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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8
日电

大会主席先生，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先生，
各位代表：
首 先 ， 我 认 为 ， 在

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关键时刻举行这次世卫大
会 ，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人 类 正 在 经 历 第 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
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现在已波及210多个国
家和地区，影响70多亿人
口，夺走了30余万人的宝
贵生命。在此，我谨向不
幸罹难者表示哀悼！向他
们的家属表示慰问！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
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
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
种族。面对来势汹汹的新
冠肺炎疫情，国际社会没
有退缩，各国人民勇敢前
行 ， 守 望 相 助 、 风 雨 同
舟，展现了人间大爱，汇
聚起同疫情斗争的磅礴之
力。

经过艰苦卓绝努力，
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有力
扭转了疫情局势，维护了
人 民 生 命 安 全 和 身 体 健
康。中方始终本着公开、
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
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
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
发 布 病 毒 基 因 序 列 等 信
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
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

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
大量支持和帮助。

主席先生！
现 在 ， 疫 情 还 在 蔓

延，防控仍需努力。我愿
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全力搞好疫情
防控。这是当务之急。我
们要坚持以民为本、生命
至上，科学调配医疗力量
和重要物资，在防护、隔
离、检测、救治、追踪等
重要领域采取有力举措，
尽快遏制疫情在全球蔓延
态势，尽力阻止疫情跨境
传播。要加强信息分享，
交流有益经验和做法，开
展检测方法、临床救治、
疫苗药物研发国际合作，
并继续支持各国科学家们
开展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
的全球科学研究。

第二，发挥世卫组织
领导作用。在谭德塞总干

事带领下，世卫组织为领
导和推进国际抗疫合作作
出了重大贡献，国际社会
对此高度赞赏。当前，国
际抗疫正处于关键阶段，
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
际抗疫合作、支持挽救生
命。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加
大对世卫组织政治支持和
资 金 投 入 ， 调 动 全 球 资
源，打赢疫情阻击战。

第 三 ， 加 大 对 非 洲
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
系薄弱，帮助他们筑牢防
线是国际抗疫斗争重中之
重。我们应该向非洲国家
提供更多物资、技术、人
力支持。中国已向50多个
非洲国家和非盟交付了大
量医疗援助物资，专门派
出了5个医疗专家组。在过
去70年中，中国派往非洲
的医疗队为两亿多人次非

洲人民提供了医疗服务。
目前，常驻非洲的46支中
国医疗队正在投入当地的
抗疫行动。

第 四 ， 加 强 全 球 公
共卫生治理。人类终将战
胜疫情，但重大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
是最后一次。要针对这次
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
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
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建
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
备中心。中国支持在全球
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
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
总结经验，弥补不足。这
项工作需要科学专业的态
度，需要世卫组织主导，
坚持客观公正原则。

第五，恢复经济社会
发展。有条件的国家要在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遵照世卫组织专业
建议，有序开展复工复产
复学。要加强国际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尽
力恢复世界经济。

第 六 ， 加 强 国 际 合
作。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
力的武器。这是国际社会
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禽
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重
大疫情取得的重要经验，
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的人
间正道。

主席先生！
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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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全
球抗疫合作，我宣布：

　　——中国将在两
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
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
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
复发展。

——中国将同联合国
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
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努
力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
并建立运输和清关绿色通
道。

——中国将建立30个
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
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
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
控能力。

——中国新冠疫苗研
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
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
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
贡献。

— — 中 国 将 同 二 十
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
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
议”，并愿同国际社会一
道，加大对疫情特别重、
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
力度，帮助其克服当前困
难。

我 呼 吁 ， 让 我 们 携
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
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
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
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

　　谢谢大家

习近平在73届世卫大会开幕致辞
 提五项措施   共建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

5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
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
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 新
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