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外媒
有關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與
巴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4月26日在北
京舉行會晤的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
文斌當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作出回應。
有記者提問，在法塔赫與哈馬斯的會晤
中，中方發揮了怎樣的推動性角色？會晤
的目標是什麼？
汪文斌表示，中方一貫支持增強巴勒斯
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權威，支持巴勒斯坦各
派別通過對話協商實現內部和解，加強內
部團結。

回應「法塔赫與哈馬斯在京會晤」
中方：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內部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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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實現加沙停火是壓倒一切任務
接受卡塔爾媒體書面採訪 倡召開國際和平會議落實「兩國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日前，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

部長王毅接受卡塔爾半

島新聞網書面採訪。談

及加沙衝突，王毅表

示，當務之急，必須盡

快 推 動 實 現 停 火 止

戰，這是壓倒一切的

首要任務。

王毅表示，加沙衝突的延宕形成不應發生的人道災
難，已超出了現代文明的底線。當務之急，必須盡

快推動實現停火止戰，這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不久前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加沙衝突爆發以
來的首份停火決議，這份決議具有約束力，應當得到有效
執行，立即實現無條件和持久的停火。

保人道救援暢通 防負面影響外溢
其次，必須始終確保人道救援暢通無阻，這是刻不容緩的
道義責任。下一步，中方將繼續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將所
有努力匯聚到落實停火決議、保護平民上來，確保人道救援
物資快速、安全、無障礙、可持續地送抵加沙民眾手中。
第三，必須防止衝突負面影響持續外溢，這是避免地區
局勢失控的現實需要。近期伊朗同以色列矛盾升級是加沙
衝突外溢的最新表現。中方呼籲有關方面保持冷靜克制，
避免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中方將繼續從事情本身的是非
曲直出發，積極致力於促進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為局勢降
溫貢獻力量。

真正還巴人公道促地區持久和平
第四，必須及時糾正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歷史不公，這
是解決加沙衝突的治本之策。只有真正還巴勒斯坦人民以
公道，真正落實「兩國方案」、政治解決各方合理安全關
切，才能徹底走出巴以衝突的惡性循環，從根子上消除滋
生極端思潮和仇恨心理的土壤，實現地區持久和平。
王毅強調，我們倡議盡快召開更大規模、更具權威、更
有實效的國際和平會議，制定落實「兩國方案」的具體時
間表和路線圖，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
持久解決，最終實現巴以兩國和平共處、阿拉伯和猶太兩
個民族和諧共存。

國際社會應以行動為俄烏衝突降溫
針對中方是否會向俄方施加壓力以結束戰爭，王毅回應
稱，在烏克蘭危機上，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透
明的。中國不是衝突的當事方，也不是危機的製造者，但
從未袖手旁觀。危機全面升級兩年多來，中方始終為停火
而奔走，為止戰而努力。習近平主席親自同包括俄、烏在
內各國領導人深入溝通，強調和談是唯一可行出路，希望
各方通過對話共同為危機的政治解決積累條件。中方還專
門發布立場文件，多次派出特使赴有關國家穿梭斡旋，傳
遞信息、澄清立場，推動各方求同存異、凝聚共識。
王毅表示，當前，這場危機依然存在進一步惡化升級的
危險，國際社會應加強團結，為實現和平匯聚合力，以實
際行動為衝突降溫。
「我們要始終堅持政治解決。」王毅說，任何衝突和戰

爭都不是在戰場上結束的，而是終結在談判桌上。中方支
持適時召開俄烏雙方認可、各方平等參與、公平討論所有
和平方案的國際會議，盡早實現停火止戰。

「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
但應能有個好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近日接受
卡塔爾半島新聞網書面採訪。在回應
「中國如何看待美國大選」的問題時，
他表示，不管誰當選下一屆美國總統，
中美兩國人民還是要交流合作，中美兩
個大國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之道。
在書面採訪中，卡塔爾半島新聞網就

「中國如何看待美國大選，如何展望中
美關係前景」提問。
王毅指出，中美關係關乎兩國人民福

祉，關乎人類和世界前途。去年11月，
習近平主席應邀同拜登總統在舊金山成
功會晤，達成面向未來的「舊金山願
景」。中方改善中美關係的態度是真誠
的，一個可預期、可持續、健康穩定的
中美關係是兩國人民之福，是世界人民
之幸。

談對華科技封鎖：中國發展無法擋
「同時，我們看到，美方的對華錯誤

認知仍在延續，遏華錯誤政策仍在推
進。」王毅說，近來，美方繼續拉攏所
謂盟友，不斷挑唆煽動地區海上局勢，
加速編織對華遏制體系，持續升級單邊
制裁，大搞對華科技封鎖。美方不能總
是用冷戰視角、零和思維看待這個世

界，不能總是說一套、做一套。各國人
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東人民更加清
楚，誰站在歷史和道義的正確一邊一目
瞭然。中國帶給這個世界的是合作、是
發展、是穩定、是共贏。中國的發展振
興有着巨大內生動力和必然歷史邏輯，
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不管誰當美總統中美還是要合作
王毅表示，美國大選是美國內政，中

方從來沒有也不會干涉別國內政，這不
是中方的行為方式。不管誰當選下一屆
美國總統，中美兩國人民還是要交流合
作，中美兩個大國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
之道。習近平主席提出相互尊重、和平
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這是我們看待
和處理中美關係的基本遵循和努力方
向。前不久，習近平主席應約同拜登總
統通電話，再次指出中美這樣兩個大
國，不能不來往、不打交道，更不能衝
突對抗，應該堅持以和為貴、以穩為
重、以信為本。
王毅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應該

也完全能夠有一個好的未來。中方願與
美方一道，多做合作共贏的好事，多辦
惠及世界的大事，切實承擔各自應盡的
國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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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無端遣返中國留學生
王小洪要求盡快解決問題

◆王毅說，不管誰當
選下一屆美國總統，
中美兩國人民還是要
交流合作。圖為3月
底美國華盛頓州中學
生代表團在北京大學
交流。 資料圖片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
京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
行會談。 新華社

◆連日來，數所知名美國高等學府爆發
示威，要求加沙地帶永久停火、美國停
止軍事援助以色列。 新華社

「 國 務 卿 先 生 這 次 來

訪，是我同拜登總統幾周

前通話時定下來的，希望

你不虛此行。」國家主席

習近平 26 日在京會見布林

肯開場白中的這句話，或許可以看作是

對這位美國國務卿此次中國之行的一個

小結與期許。

本月 2 日，拜登總統同習主席通話時

表示，希望安排布林肯訪華。中方對此

表示歡迎。當前，美國國內通脹、金

融、移民、毒品氾濫等問題陰影重重，

國際上，巴以衝突、烏克蘭危機等熱點

難題，又對美國多有掣肘。中國是全球

最大發展中國家，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在很多問題上，美國顯然需

要與中國攜手合作。

布林肯此次訪華，既是要落實兩國元

首舊金山會晤，保持對話、管控分歧、

推進與中國的合作，同時也是帶着美方

具體關切而來，期待與中國加強協調。

布林肯抵華前，美方頻頻通過媒體等對

外放風，試圖就其關注的烏克蘭危機、

巴以衝突、南海、台灣等問題提前對華

進行「壓力測試」。然而，施壓對抗並

非中美對話溝通的正確打開方式，美國

這麼做明顯打錯了算盤。

中方明確擺原則亮紅線指方向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面對美方的

「 來 者 不 善 」 ， 中 方 多 次 「 有 的 放

矢」。布林肯抵華前，中國外交部北美

大洋洲司負責人即主動「出擊」，提

前向媒體吹風中方將主要聚焦的五大

目標，提前為美方打上「預防針」。

布林肯訪華期間，王毅又以接受卡塔

爾半島新聞網書面採訪形式，就加沙

衝突、紅海局勢升級、烏克蘭危機、

台灣問題、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等，

公開亮明態度。

26日上午9時，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與

布林肯開始會談。為節省時間，雙方沒

有使用交替傳譯，而是選擇了同聲傳

譯。兩人一直談到了中午時分，隨後，

王毅和布林肯還一起共進了午餐，邊吃

邊聊。釣魚台國賓館春色宜人，但相信

會談桌前，少不了為縮小中美間的「溫

差」而「唇槍舌劍」。

26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了布

林肯，高屋建瓴地為中美關係擺原則、

亮紅線、指方向。對布林肯此行，中方可以說給予

了高度重視和高規格接待，而布林肯最終顯然也是

「不虛此行」，沒有「白跑」。 中方願意合作，但

合作應該是雙向的。在全面交換意見基礎上，中美

達成了努力穩定並發展雙邊關係等五點共識。

美方首要糾正錯誤的對華認知
當然，不用諱言，中美關係前行路上，仍有諸多

阻礙與挑戰，任重而道遠。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接下來，美方要真正做到「不虛此行」，還要真正

聽取中方的肺腑之言，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再

說一套、做一套，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糾正錯

誤的對華認知，要積極正面看待中國的發展。「這

個根本問題解決了，『第一顆紐扣』扣好了，中美

關係才會真正穩下來、好起來、向前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員、
公安部部長王小洪26日在京會見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
王小洪表示，雙方要以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相

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為根本遵
循，落實中美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深入務實
推動兩國禁毒和執法領域合作。美方應採取實
際舉措，盡快解決無端盤查滋擾遣返中國赴美
留學生、抹黑污衊中方正常國際執法合作、為
中美人文交流設置障礙等問題，為中美關係注
入正能量。
雙方同意就相關領域加強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