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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通过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2020年06月19日 
来源：央视网

联播＋丨习近平：
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携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6 月 1 8 日 ， “ 一 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
视频会议在北京成功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2 0 1 3 年 秋 ， 习 近
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旨在聚焦
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

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
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 万 物 得 其 本
者 生 ， 百 事 得 其 道 者
成。”提出近7年来，“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得 到
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
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
这一倡议借用古丝绸之
路的历史符号，融入了

新的时代内涵，既是维
护 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 体
系，实现多元、自主、
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中
国方案；也是深化区域
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
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的中国主张。

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仍在全球蔓延，习近
平主席因时因势为“一
带一路”倡议赋予了新
的内涵与意义。央视网
《联播＋》栏目特梳理
致辞内容，与您一起学
习。

判断 疫情对世界经
济造成严重冲击

这次突如其来的疫
情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

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
重冲击，一些国家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
面临严重困难。

为应对疫情，各国
立足自身国情，采取有
力防控措施，取得了积
极成效。

很多国家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正努力
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启示 人类是同舟共
济的命运共同体

各 国 命 运 紧 密 相
连，人类是同舟共济的
命运共同体。

无论是应对疫情，
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
团结合作之路，都应坚
持多边主义。

促进互联互通、坚

持开放包容，是应对全
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
展的必由之路，共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

倡议 坚持和平发展 
互利共赢

把“一带一路”打
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
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
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
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
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
长之路。

通过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携手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网)

印尼等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联合声明
建设健康丝路推动经济复苏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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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华社北
京6月19日电 “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
频会议联合声明

1、我们，“一带一
路”合作伙伴外交或其
他部门的部长*，于2020
年6月18日举行主题为“
加强‘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携手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视频会议。
我们欢迎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署长与会。

2 、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大流行严重威胁人类健
康、安全和福祉以及各
国经济社会发展。当务
之急仍是阻断病毒的传
播，挽救生命，维护全
球公共卫生安全。我们

对在疫情中遭遇不幸的
家庭和社会表示沉痛哀
悼，向奋战在抗疫斗争
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医
疗专业人员、科研人员
及全球范围内在此困难
和挑战下坚守岗位的工
作 人 员 表 示 感 谢 和 支
持。

3、新冠病毒是全球
性挑战，需要通过全球
团结互助和多边合作予
以应对。我们确认联合
国系统在促进和协调全
球全面应对新冠病毒传
播方面的核心作用和成
员国所做努力，以及世
界卫生组织的关键领导
作用。

4 、 我 们 认 为 ， 在
应对疫情大流行的过程
中，不应有任何形式的

歧视、污名化、种族主
义和排外主义。

5 、 我 们 忆 及 第 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
合公报所体现的合作精
神和合作原则，将继续
秉 持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原
则，坚持开放、绿色、
廉洁，追求高标准、惠
民生、可持续，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

一、建设健康丝绸
之路

6 、 我 们 相 互 支 持
对方抗击疫情的努力，
将通过及时分享必要信
息及疫情诊疗经验和最
佳实践、加强和升级公
共卫生系统能力、促进

卫生专家对话、为有需
要的国家提供帮助等方
式，合作应对、控制并
战胜疫情。我们鼓励各
国 必 要 时 在 双 边 、 区
域、国际等层面建立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

7 、 我 们 强 调 卫 生
产品的公平可及是全球
的首要任务，致力于加
强质量可靠的卫生产品
特别是对应对疫情至关
重要的疫苗、药物及医

疗物资的可获得性、可
及性和可负担性。在此
方面，我们欢迎和赞赏
合 作 伙 伴 之 间 相 互 提
供的支持和帮助，欢迎
联合国加强全球人道主
义应急仓库，欢迎有关
国家为医务人员或医疗
物资的快速部署探讨设
立区域机构或物资储备
中心。我们相信，疫苗
应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