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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开始对西
方媒体描绘的中国形象表示怀疑。”法国学者罗弘

（洛朗·米舍隆）近日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
　　旅居中国二十五载的罗弘最近在接受法国媒体
采访时谈论了其新书《理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的写
作感受。在这部书中，他力求客观真实地呈现今日
中国，鲜明的观点引起法国媒体兴趣并收获不少
好评。
　　“为什么我看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内容和我多
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有那么多出入？这是我一直
对一些西方媒体表示怀疑的原因。”罗弘说，一些西
方媒体的选择性失明一直困扰着他。
　　“很多欧洲朋友和美国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我
能在一个只有‘负面新闻’的国家生活这么久？”罗弘
说，“他们的偏见，是促使我写书的一大动因。”
　　在罗弘看来，上述现象实际上是西方少数精英
操纵一些媒体，不断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结果。
　　谈到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谣言和诽谤时，这位
法国学者批评说：“西方总有这样一些精英，他们一
边通过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污名化，一边又不断在

中国追加投资”。
　　罗弘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指出了西方媒体对
中国认知的谬误。
　　2023年2月，在与法国网站“地缘政治”的在线访
谈中，他表示，中国承受了西方的无端指责。他说：

“我们必须问问自己，（西方）记者的脑子里都在想些
什么？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进行最起码的调查研究？
无论是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还是国际组织进行的
统计，人们都能以各种方式获取，为什么他们（西方
记者）很少提到？”
　　对于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失真，罗弘在书中将
其总结为一些西方记者的“失明”，即对中国发展的
正面报道总体上都不会被编辑播发，因为这些西方
媒体不希望受众真正了解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
　　在他看来，少数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全方位的
对手，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并从中牟利。中
国也因此成为一些西方媒体负面宣传的焦点。
　　罗弘指出，西方一些人用各种手段对媒体进行操
纵，但很多民众仍然希望了解中国发展进程中真实积
极的一面。“民众有一种期待，他们希望能够听到一些

（关于中国）积极的、至少是基于事实的报道。”

　　罗弘表示，他在与法国媒体进行交流时，更愿意
基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介绍中国，使更多西方受众
能够了解真实的中国。
　　罗弘在书中写道，在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污名化
的背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声称要维护所谓

“基于规则的秩序”，“但这一规则实际上是模棱两
可、孤立于国际法之外的规则”。这样的规则只能服
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动摇多边主义、打击新兴力量。
　　“尽管一些西方势力试图与中国对抗，但其实国
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在促进合作方面
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罗弘说，“非洲朋友们都很明
白，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合作对他们有益，因为中国
从不会进行掠夺，而是力求真正实现共同发展。”
　　谈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罗弘认为这
一理念的践行有利于消除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
让经济发展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国家的
精英。
　　“中国不是西方的敌人。”罗弘说，双方尽管存有
差异，但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相互尊重和理
解的前提下，双方应携手同行，为世界带来更大福
祉。”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这是3月25日航拍的洪
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摄

希望更多西方受众了解真实的中国
——— 访法国学者罗弘

新华社记者 周昊瑾 徐永春 杨骏

　　新华社日内瓦3月24日电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2届会议主题边会“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24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会议由中国少数民族对外
交流协会主办，来自多个机构的中外专家学者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主题展开研讨。
　　日内瓦爱梦成真基金会主席司徒博说，他曾亲
眼目睹中国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场景，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令他印象深刻。人权保
护和发展存在多种形态和模式，都应受到尊重。
　　中央民族大学美籍专家马克·力文说，中国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他的各民族学生们都
以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是国家给他们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学习机会。
　　维吾尔族学者祖农·纳司尔丁介绍了中国充分
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情况。他分享了自己从小接

受维吾尔语教育，用维吾尔语参加高考，完成维吾尔
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业，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科
研工作并定期参与国家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
保护工作的经历。
　　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李希介绍了
中国发展寄宿制教育，确保偏远地区农牧民子女受
教育权情况。他表示，寄宿制学校教育是现阶段解
决农牧区教育问题较为有效的一种模式，在包括西
藏在内的中国很多地方成功实施。寄宿制教育根据
学生和家长的需求设置，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参与，有
效推动了西藏教育的均衡化普及和高质量发展。
　　来自壮族的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零
慧分享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女性非遗传承
人培训项目情况。在该项目支持下，当地少数民族妇女
不仅自己脱贫致富，还带动乡亲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副会长李焕才表
示，中国在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中，
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
观念、胸怀天下。然而，有些国家和组织却借中国民
族议题大做文章，制造、散布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谎
言，其真实意图是通过恶意抹黑遏制中国发展。希
望国际社会增进对中国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有关理念
和实践的了解，分享中国智慧和经验。
　　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邱鹏和来
自蒙古族的理事陈九阳分别就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依法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发言。
他们表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和目标。中国式
现代化将有力推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
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主题边会在日内瓦举行

　　新华社日内瓦3月24日电 23至24日，中
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3位代表在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上发言，介绍新时代
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成就。
　　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祖农·纳司
尔丁说，他从小接受维吾尔语教育，用维吾尔
语参加高考，并完成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博
士学业，目前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科研工
作并定期参与国家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
化保护工作。他用亲身经历展示中国重视和
保护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

的事实。
　　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邱
鹏发言表示，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国家统一是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必要条
件和重要基础。邱鹏还分享了中国相关经验
和做法。
　　来自蒙古族的陈九阳在发言中结合自身
经历，介绍中国依法保障少数民族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各项权利，以及少数民族参
与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等方面
情况。

中国民间组织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52届会议介绍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成就

　　新华社卢萨卡3月25日电 （记者 彭立
军）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
建）承建的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24日举行
五号机组发电仪式，赞比亚总统哈凯恩德·希
奇莱马揭牌剪彩并按下启动按钮，这标志着
该水电站所有机组投产运行。
　　希奇莱马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赞中两国
团结合作，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下凯富峡
水电站的成功交付，这是赞中友好的最新例
证。他说，下凯富峡水电站投产发电后，在满足
本国电力需求的同时，还有助于赞比亚向马拉
维、津巴布韦、南非、纳米比亚等国出口电力。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杜晓晖致辞时说，下

凯富峡水电站是中赞两国元首亲自关心的项
目，中方愿与赞方一道推动双方“全天候、全
方位、高质量”合作走深走实。
　　下凯富峡水电站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以南约90公里的卡富埃河上，由中国电建承建，
项目于2015年11月开工建设。水电站安装了5
台混流式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750兆瓦，全
部运行后将极大提高赞比亚电力供应能力。
　　据了解，中国电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开办技能培训学校、为
周边村民打井取水、修路架桥等方式支持当
地的教育、医疗和福利事业发展，为当地创造
就业岗位1.5万个。

中企承建的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举行5号机组发电仪式

  3月25日，国王队球员萨博尼斯（右）在比赛中上篮。
  当日，在2022-2023赛季NBA常规赛中，萨克拉门托国
王队主场以121比113战胜犹他爵士队。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3月25日，在法国郎代诺，人们装扮成蓝精灵参加
活动。
  当日，人们装扮成蓝精灵，在朗代诺上演一场大型蓝
精灵聚会。《蓝精灵》是享誉世界的比利时知名连环画。
1958年，比利时著名漫画家皮埃尔·库利福德用笔名贝约
在自己的报纸漫画专栏中加入了懂魔法的蓝色小人，这些
小精灵的形象一经问世大受读者欢迎，后来就变成了故事
的主角。             新华社/法新

  3月24日，在塞尔维亚北部城市松博尔，塞尔维亚总统
武契奇（前右四）等悼念北约轰炸南联盟遇难者。
  当日，塞尔维亚举行仪式，悼念24年前北约轰炸南斯
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遇难者。 新华社记者 石中玉摄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由两个较大的珊瑚岛——— 桑给巴
尔岛、奔巴岛以及邻近的20多个小岛组成，曾是东非重要
的航运淡水和食品补给及贸易中转口岸，十八世纪末到十
九世纪初成为该地区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关闭的奴
隶市场。人们为记住这一血腥历史，保留了很小部分
遗址。
  3月25日是“缅怀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
害者国际日”。
  这是2月23日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昌谷岛上拍摄的曾
经用于关押奴隶的监狱。  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摄

  这是3月25日在德国柏林拍摄的一家德意志银行
网点。
  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之一德意志银行股价24日下跌
8.53%，盘中一度暴跌12%以上，引发业界担忧。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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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研究团队发现，造血干细胞采用一套特殊机制来清理它内部的
异常蛋白质，该机制会随造血干细胞衰老而失灵，强化该机制
功能有助对抗与衰老相关的疾病。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美国
《细胞-干细胞》杂志上。
　　蛋白质依靠其氨基酸链折叠成特定形状而拥有特定功能，
错误折叠的蛋白质不仅无用，积累起来还会损伤细胞。大部分
细胞清理错误折叠蛋白质的机制是随时“粉碎”，异常蛋白质会
被打上“垃圾”标记，一种被称为蛋白酶体的大分子复合物四处
巡查，遇到这类垃圾蛋白质就将其分解。
　　这项新研究关注的是造血干细胞内的异常蛋白质清理机
制。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负责终生维持血细胞和多种免疫细
胞的再生，并具有自我更新能力。为了保持长时间稳定运行，
造血干细胞需要格外注重内部的蛋白质稳态，尽量避免错误折
叠的蛋白质积累。
　　此前研究发现造血干细胞内的蛋白酶体活性特别低，与干
细胞需要高效清理异常蛋白质的特征不符。这项新研究显示，
造血干细胞采用一套特殊的处理机制：受损和错误折叠的蛋白
质会被收集起来并集中运输，在细胞核附近形成被称为聚集体
的结构，然后由细胞的消化器官溶酶体统一分解处理，这一过
程被称为“聚集体自噬”。
　　研究发现，造血干细胞依赖一个名为Bag3的基因将异常蛋
白质运送到聚集体。干扰该基因会使异常蛋白质在细胞内累积，
导致造血干细胞分化异常、自我更新能力下降。年轻的造血干细
胞都拥有这种蛋白质聚集体，但衰老到一定程度后，内部蛋白质
聚集体几乎完全消失，表现为“聚集体自噬”机制功能障碍。
　　研究人员说，衰老导致清理垃圾蛋白质的效率降低，可能
是造血干细胞功能失调、引发衰老相关疾病的重要原因。神经
干细胞等其他类型成体干细胞也需要严格维持蛋白质稳态，针
对该机制的疗法可能有助于修复多种器官病变。

美国研究发现造血干细胞

有特殊“垃圾处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