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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金边11月21日电
记者 毛鹏飞 王亚光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将于 22 日举行。自
1991 年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山水相
连、血脉相亲的中国和东盟聚焦共
同发展、推进合作共赢，如今已成为
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地区合作样板。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峰会将成
为承前启后的重要里程碑，推动双
方关系提质再升级，为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创造契
机，为区域合作注入新动力。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
惠及20亿民众

三十载春华秋实，从磋商伙伴
和全面对话伙伴到“面向 21 世纪的
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再到“面向和
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30 年
来中国与东盟关系不断升级。

中国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
好合作条约》、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的大国，也是第一个同
东 盟 建 立 自 贸 区 的 主 要 经 济 体 。
2020 年 ，双 方 互 为 第 一 大 贸 易 伙
伴，30 年来双方贸易规模扩大了 85
倍。这一系列“第一”和不断刷新的
记录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 11 国 20

亿民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北起云南省昆明市，南至老挝

首都万象，全线 1000 多公里的中老
铁路建设进展顺利，今年年底即将
通车。老挝民众盼望这条铁路能吸
引更多投资、促进旅游和物流发展，
帮助老挝摆脱内陆国的交通桎梏。

在泰国，中国汽车轮胎模具制
造商豪迈集团在泰中罗勇工业园投
建的工厂订单不断。2020 年工厂订
单金额达 2 亿元人民币，产品 80%
出口欧美，20%供应本地。新冠疫情
期间，工厂依旧高效运转，两班工人
轮流工作，以满足客户需求。

在柬埔寨，由中柬企业共同开
发建设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今年
1 月至 10 月区内企业进出口总额
17.67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40%。曾
在金边打工、一个月挣 100 多美元
的柬埔寨姑娘阿青来到这里工作已
经 7 年，她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
文，工资翻了好几倍，还成为一家中
资纺织企业的本土管理人才。

守望相助 共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国与东盟国家或山水相连、
或隔海相望，彼此唇齿相依、感情相
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与东盟共克时艰，始终保持密

切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

中国抗击疫情最艰难的时刻，
东盟国家迅速捐款捐物，为中国加
油。东盟国家出现疫情反弹时，中
方投桃报李、积极行动，不仅向东
盟 10 国提供超过 3.6 亿剂疫苗和大
量抗疫物资，还派出多支抗疫医疗
专家组。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说，双
方携手抗疫取得积极成效是中国与
东盟友好合作的一个缩影。东盟感
谢中方的抗疫支持，特别是疫苗援
助。

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表示，
中方将继续优先向东盟提供充足疫
苗和抗疫物资，加强疫苗和特效药
合作，支持东盟加快建设区域疫苗
生产和分配中心，帮助东盟加强公
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

11 月的柬埔寨金边，街道上车
辆川流不息，市场已恢复往日的繁
忙，人们眼中透露出摆脱疫情阴影
的信心和希望。在中国疫苗的帮助
下 ，柬 埔 寨 疫 苗 接 种 率 已 接 近
90%，为恢复经济社会生活增添了
底气。

柬埔寨首相洪森说，向柬埔寨
等国家提供疫苗是中国将疫苗作为
公共产品，并体现其全球领导力的
又一例证。中国疫苗是维护公共卫
生、拯救人民性命的“关键钥匙”。

携手迈步 共创区域
发展美好未来

30 年携手同行，中国和东盟已
经互为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具
活力的合作伙伴、最富内涵的战略
伙伴。分析人士认为，站在历史新起
点，双方将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以

“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着力
点，推动区域包容和平发展，造福地
区国家和人民。

马来西亚独立政治观察家阿兹
米·哈桑表示，中国是成功控制疫情
并全面恢复经济发展的典范，东盟
国家期待中国能够为本国经济复苏
注入动力。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
究所所长金平说，30 年来，中国和
东盟携手并进取得丰硕合作成果，
双方都是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重
要推动力量，对增进区域内相互理
解和信任，维护和平与稳定作出重
要贡献。期待未来中国和东盟继续
坚定携手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为
人类共同发展营造和谐环境。

泰国暹罗智库主席洪风相信，
中国与东盟地区将成为亚洲乃至世
界和平发展的动力源，为亚太地区
与世界的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东盟共启新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

近期，全球新冠疫情反弹，一些
国家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又创历
史新高。专家认为，疫情反弹与季节
变化、病毒变异、过早解封、疫苗接
种不足等诸多因素有关。多国近期
纷纷收紧防疫措施，加快疫苗接种，
以控制疫情反弹。专家指出，未来打
好抗疫“攻坚战”离不开防控措施、
疫苗和治疗药物多管齐下。

疫情反弹

世界卫生组织 16 日发布的全
球新冠疫情周报显示，欧洲地区过
去一周每 10 万人新增确诊病例 230
例，为全球最高；该地区当周新增
确诊病例比前一周增加 8%，新增
死亡病例比前一周增加 5%，是全
球这两项数据均增加的唯一地区。

这期新冠疫情周报还显示，美
洲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比前一周小幅
上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居全球首
位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 21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美国是累计新冠确诊和死亡
病 例 最 多 的 国 家 ， 累 计 确 诊
47701788 例，累计死亡 771013 例。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 20 日消
息，该国当天新增新冠死亡病例
1254 例 ， 创 疫 情 暴 发 以 来 新 高 ，
累计死亡 262843 例。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17 日
通报，截至当天零时，韩国较前一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187 例，为
疫情暴发以来第二高，累计确诊
402775 例。现有新冠重症患者 522
人，为疫情以来最高纪录。

多种原因

世卫组织指出，目前在绝大多
数国家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中，德
尔塔毒株占据“绝对优势”。在 9
月至 10 月向国际共享基因序列资
源“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平台
提交的 842510 份样本序列中，德
尔塔毒株占 99.5%。

不少专家认为，欧洲疫情之所
以迅猛反弹，冬季室内活动增多是
原因之一，但过早放松防疫限制措
施、疫苗接种率有待提高等问题尤
其值得关注。

韩国自 11 月 1 日启动“分阶段
恢复日常生活”防疫体系后，疫情
出现反弹，现有新冠重症病例数连
创新高。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社
会战略组组长孙映莱 16 日对媒体
说，近期新冠重症患者增多主要是
因为 60 岁以上人群和疗养院等特
定场所感染病例增加。

10 月初越南全境解除封控措
施以来，社会秩序日渐恢复正常。
但近日越南南部地区新冠疫情反
弹，单日确诊及死亡病例数均呈上
升之势，多地已恢复疫情检查站，
设立隔离区和收治新冠患者的野战
医院等。

抗疫组合

近期，全球多款新冠口服药研
发取得进展，给抗疫增添新希望。
专家指出，疫苗和药物是互补的

“ 组 合 拳 ” 关 系 ， 未 来 打 好 抗 疫
“攻坚战”离不开防控措施、疫苗
和治疗药物。

目前新冠药物研发主要围绕阻
断病毒进入细胞、抑制病毒复制、
调节人体免疫系统 3 条技术路线开
展，多个中国新冠药物进入临床试
验，有望成为抗疫“新利器”。据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
组日前介绍，中国已有自主研发的
新冠药物完成Ⅲ期临床试验，正申
请附条件上市。另有多个药物在国
内外开展Ⅲ期临床试验，当前显示
出积极疗效。

本月 4 日，全球首款抗新冠口
服药——美国默克公司和里奇巴克
生物医药公司联合研发的莫那比拉
韦，被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率
先批准用于治疗特定新冠患者。美
国辉瑞公司 5 日公布了一款口服抗
病 毒 药 物 PAXLOVID 的 最 新 数
据，Ⅱ/Ⅲ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
果显示，口服该药能降低 89%的住
院和死亡风险。

全球新冠疫情反弹
抗疫仍需多管齐下

据新华社东京 11 月 21 日电
（记者刘春燕）日本政府 19 日决定
推出财政支出达 55.7 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14 日元）的新一轮经济
刺激计划，财政开支规模创下历次
经济刺激计划新高。由于这一仓促
推出的计划重补贴、轻增长，日本国
内媒体和专家普遍判断其效果有
限。

首先，仓促“亮剑”，只因形势严
峻。日本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三 季 度 日 本 实 际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按年率计算下滑 3.0%，这是
日本经济继一季度明显下降之后再
次出现负增长。三季度经济下滑幅
度超出多数专家预期。目前来看，日

本年内要把实际 GDP 恢复至疫情
前水平已基本无望。严峻局面迫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为首的内阁加快
推出经济刺激政策。

其次，本轮计划并无新意。除了
充实医疗体制、提高应对疫情能力，
向新冠疫苗和药物开发企业提供援
助外，新计划主要措施为广发补贴。
计划包括向符合条件的 18 岁以下
人群每人发放相当于 10 万日元的
补贴、向生活困难家庭提供每家 10
万日元补助、向经营困难的企业提
供最高 250 万日元支援金等。此外，
计划还设立 10 万亿日元的大学科
研基金，以及增加应对灾害的公共
设施投入等。

日本新经济刺激计划效果受限

11 月 19 日，一名身着泰国传统服饰的女子在曼谷翁昂运河边放水
灯。当日是泰国传统节日水灯节，泰国民众前往河流沿岸施放水灯，祈求
未来平安如意。 （新华社记者 王腾 摄）

曼谷：疫情下的水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