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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7月 15日电（记者 付

瑞霞）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主办的

“2025·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15日
在陕西西安举行。此次论坛以“深化文

明交流互鉴 共谋人权事业发展”为主

题，来自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有关部门官

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和人权机构、社

会组织负责人等 60余名嘉宾与会。

中外专家围绕“文明多样性、亚洲

价值观与全球人权治理”“共建命运共

同体与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等议题深入

交流，共同探讨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中亚

国家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互鉴，携手推动

人权事业发展，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谢伏

瞻说，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应当坚持以

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中国与中

亚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推进共同现代化，更好造福各

国民众，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中国

与中亚国家拥有古老悠久的文明，都坚

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人权

保障领域各具特色、各有所长，需要交

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共同推动交通、能

源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两国在国际

人权领域也积极互动。”乌兹别克斯坦

国家人权中心第一副主任吉拉巴耶夫

认为，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和互相尊重

的基础上，推动国际间的对话与合作。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巴克特古洛夫说，不应该把国家和文明

划分为高等和低等，一等和二等。“世界之

所以美好，是因为有大有小，有古有新。

每个文明都有独特的人权发展模式，每个

人权模式都有助于丰富我们的世界。”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纳

迪尔库洛娃表示，中国在人权发展方面

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关注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哈萨克斯坦期

待与中国及中亚各国开展经验交流，共

同推广人权保障的最佳实践方案。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积极推动构

建中国—中亚民间人权对话交流机

制。2023 年 9 月和 2024 年 5 月，中国人

权发展基金会先后在北京和哈萨克斯

坦首都阿斯塔纳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

—中亚人权发展论坛。

中外专家共商文明交流互鉴与人权事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电 今年北

半球入夏以来，多国遭遇极端高温侵

袭，中暑病例激增、农作物减产、森林

火灾频发……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威胁人类健康与社会运转。

多国专家警告，极端天气正变得

越来越频繁和强烈，人类必须加快适

应步伐。

全球多地高温频现

克罗地亚近来频频遭遇高温天

气，包括首都萨格勒布、第二大城市斯

普利特在内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普遍

在 37摄氏度左右，个别城市最高气温

甚至超过 40摄氏度。

日本气象厅 10日发布的天气预报

显示，除冲绳外，整个日本 16日起将出

现“显著高温”。日本6月的月均气温刚

刚创下1898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

韩国疾病管理厅 7 日说，由于韩

国今年高温天气出现早、持续时间长，

该国 5 月 20 日至 7 月 6 日高温相关病

症就医人数同比激增 83.2%。韩国媒

体 13日报道，热浪推高白菜、西瓜、萝

卜等农产品价格，一个西瓜均价逼近

3万韩元（约合 156元人民币）。

斯洛文尼亚环境署近日表示，该

国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最

干旱的 6 月，当月降水量仅为 1991 年

至 2020年同期平均值的 24%。斯洛文

尼亚农林商会警告说，干旱正严重影

响全国农业生产，牲畜养殖已因饲料

短缺陷入困境。由于森林中食物匮

乏，野生动物到林区外觅食。

受高温干燥天气影响，希腊、法

国、西班牙、美国等多国发生野火。土

耳其政府 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 10
天该国发生了 761起野火，导致大量房

屋受损，数以万计民众被紧急疏散。

近期，热浪继续炙烤美国西南部

地区，多个城市刷新高温纪录。今日

美国网站日前报道说，破纪录的高温

已渐成常态，致使电网承压，道路拥堵

加剧，急诊室人满为患。

多种因素共同造成

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马尔科·马

尼塔说，德国近来的高温状况由多种

因素促成，包括强大的高压系统、连续

的阳光照射、地中海水温偏高等，高压

系统在西南欧引发的“热穹顶”效应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

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援引气象

学家的分析指出，厄尔尼诺事件向拉

尼娜事件的转换也可能通过影响西非地

区的降雨，造成欧洲出现炎热的夏季。

多国专家表示，热浪可能由多种

因素引发，但气候变化在其中扮演关

键角色，导致极端高温的发生频率、强

度和持续时间不断增加。

英国雷丁大学气候专家理查德·艾

伦表示，夏季高温本是自然天气模式，

而气候变化却加剧了这一模式，将原本

可能只是适度温暖的状态转变为热浪。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气候专

家米尔科·奥尔利奇接受当地媒体采

访时表示，气温不断上升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就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

变暖。人们将越来越频繁、强烈地感

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包括高温、

干旱、火灾、洪灾等。

斯洛文尼亚环境署气象学家马

娅·奥格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此次该国出现破纪录的热浪源于气候

变暖的大趋势。这种长期变暖抬高了

基线温度，使得极端高温事件更易发生

且强度更大。数据显示，近年来斯洛文

尼亚热浪发生的频率和持续时间都在

增加，且往往在夏季更早时段出现。

多措并举适应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持续的高温天

气可能引发脱水、中暑、肾损伤，加剧心

血管、呼吸道等相关慢性疾病造成的健

康风险，因此个人一定要做好防护，尽

量远离高温环境，保持室内和身体凉爽

并及时补水，一旦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面对高温来袭，各国政府纷纷发

布警报、指南等提醒民众注意防护。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公共卫生专

家何志伟等学者在当地媒体上呼吁重

视综合考量气温、湿度、风速等对人体

影响的“热力指数”，因为该指标更能准

确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

何志伟说，高温与高湿环境会影响

人体汗液蒸发，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

者、室外或通风不良环境中的工作者尤

其需要注意。相关应对措施包括加强

实时高温预警、调整工作时间、改善工

作场所通风条件、提供阴凉休息区等，

而要实现这些需要社会各界加强协作。

专家指出，高温不仅对人体健康

构成威胁，还会对农业、林业、旅游、

金融、交通等诸多社会经济领域产生

不利影响。面对热浪引发的菜价上

涨，韩国政府已推出一系列稳物价措

施，并向市场投放储备白菜。

曾在世卫组织工作多年的英国

知名公共卫生专家约翰·阿什顿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人们必须开始

采取补救措施来应对气温上升，包括

水资源管理、绿化空间、大规模植树造

林、为城镇提供遮阴、建筑改造等。

据奥格林介绍，斯洛文尼亚已认

识到气候变化会增加极端高温的风

险，该国正从政策规划、基础设施改

造、水资源管理和灾害风险削减等多

方面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实施长期气候

变化适应措施。

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高温 多国生产生活受影响

2025 年 7 月 2 日，直升机在西班牙列伊达的森林火灾中灭火。西班牙连日

来遭遇强热浪侵袭，高温导致各地森林火灾风险上升。该国东北部加泰罗尼

亚自治区列伊达近日发生森林火灾。 新华社发（胡安·戈萨 摄）

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15

日电（记者 冀泽 程帅朋）叙利

亚政权内政部门 15 日说，叙

南部苏韦达省发生的武装冲

突仍未平息。叙外交部门当

天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

辞”谴责以色列连续两天空袭

叙南部这一“侵略行径”。

叙内政部门在一份声明

中说，在苏韦达省首府苏韦

达市部分街区，冲突还在继

续。叙政权安全部队与苏韦

达省地方代表当天达成停火

协议后，撤出军用车辆和部

队，以响应居民的意愿并保

持事态平静。但当地“非法”

武装团体再次发动针对警察

和公共安全人员的袭击，试

图扰乱安全局势，破坏已达

成的协议。

声明说，叙政权正与苏

韦达省地方代表密切合作，

努力恢复对当地的全面控

制，实现安全与稳定。

苏韦达省 13日起爆发激

烈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叙政权 14日起在苏韦

达省部署安全部队。总部设

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

观察组织”15日说，冲突最初

发生在当地德鲁兹人群体与

贝都因部落之间。叙安全部

队介入后存在“侵犯人权”行

为。冲突迄今造成至少 203
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死伤

者包括儿童。

叙内政部门 15日指责说，以色列为

支持苏韦达省“非法”武装团体而出动

无人机和战斗机实施空袭，造成多名叙

安全部队人员及平民死亡。叙外交部

门说，这公然侵犯叙利亚主权，是持续

侵略和干涉叙内政“不可接受的事例”。

叙外交部门在声明中说，叙政权

有“合法的自卫权”，并致力于“保护所

有叙利亚人、无一例外”，强调德鲁兹

人是叙利亚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去年 12 月叙利亚政局剧变后，以

色列以“自卫”为由，趁机出兵占领戈

兰高地缓冲区及毗邻地区，寻求与占

苏韦达省人口多数的德鲁兹人合作，

在叙南部建立所谓“防御区”，并公开

要求苏韦达、库奈特拉、德拉等叙南部

三省“彻底非军事化”，拒绝叙政权部

队或其他武装进入叙南部或在叙南部

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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