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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媛出席“每个妇女、每个儿童”
倡议高级别会议开幕式
彭丽媛出席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高级别会议

彭丽媛出席残疾人主题邮票纪念版张首发式

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记者霍小光）当地时
间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世界卫生组织结

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应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邀请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每个妇女 、每个儿
童”倡议高级别会议开幕式。

彭丽媛发表致辞表示 ，关爱妇女、儿童和青少年
健康，是对人类未来最重要的投入。 这些年来，通过
同政府和社会力量协作，中国的防艾宣传员和社会著
名人士多方筹资 ，为艾滋孤儿开办学校，举办夏令营
活动，提供免费治疗，帮助了许多孩子。 他们多次走
进中国高校，鼓励青年学生加强防范意识。 他们的无
私关爱可以成为艾滋孤儿对抗病毒的最好精神疫苗。

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记者霍小
光） 当地时间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
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纽约应邀出席联合
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高级别会议。

彭丽媛发表致辞表示 ，教育是一项崇
高的事业 ，对实现国家发展、人民幸福具
有基础性作用。 教育要关心妇女和女童，
中国的“春蕾计划”帮助了300多万女童
重返学校。 教育要倡导公平公正，要采取
更多倾斜性政策，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及贫
困地区教育投入。

新华社联合国9月27日电（记者霍小光） 当地时间27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纽约出席残疾人主题
邮票纪念版张首发式。 彭丽媛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夫人
柳淳泽一道为纪念版张揭幕。

彭丽媛发表致辞表示 ，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
国和联合国共同发行以中国残疾人为主题的邮票纪念版
张 ，反映了中国和联合国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 ，意义重大。
在中国，政府和全社会都关心残疾人，残疾人事业取得举世
瞩目的成绩。 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 ，使全体残疾人共享公
平、尊重、关爱，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们要一起努力，
帮助残疾人实现梦想，成为我们大家庭中有生活、有尊严、
有贡献的一员。

▲当地时间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
教育特使彭丽媛在纽约应邀出席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高级别会议。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当地时间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
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邀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每个妇女、每个
儿童”倡议高级别会议开幕式。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上接A1版）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
与发展学院，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

供2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
习近平强调，同广大发展中国

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不可
动摇的根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

员，中国的发展机遇将同发展中国
家共享。 中方将把自身发展和发展
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
中国梦和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的梦想紧密联系起来，携手走
出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

圆桌会气氛友好热烈。 与会各

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
人感谢中方召集这次圆桌会 ，完全
支持习近平关于南南合作的主张和
倡议。 他们纷纷表示，中国正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习近平主
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和此次南南合
作圆桌会宣布的一系列重大务实举

措，是中方重视南南合作、支持南南
合作、贡献南南合作的具体行动。
南方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
动力，南南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发展
合作的重要补充。 同时南南合作不
能替代北南合作和发达国家对发展
中国家的援助。 联合国应当加强对
南南合作的支持。

习近平最后强调，2015年后发
展议程为各国设置了更高的发展目
标，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南南
合作应该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
程为契机，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
更宽领域上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

南南合作圆桌会发表了共同主
席新闻公报，肯定南南合作的重要

贡献，总结了南南合作的重要原则，
提出加强发展理念经验交流 、深化
宏观政策协调、打造合作旗舰项目、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等深化南南
合作的建议。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上述活动。

选定“贝贝”
9月25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同美
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
尔在华盛顿共同参观美
国国 家动物园 大 熊猫
馆 。 这是彭丽媛与米歇
尔共同为大熊猫幼崽选
定名字“贝贝”。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记者目击：挤不进去的全球妇女峰会
□中新社记者 邓敏

一国元首与夫人同时出席联合国
高峰论坛并不常见，但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与夫人彭丽媛27日上午先后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的第四会议室落座——
这里举行的是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
办的全球妇女峰会。

墨西哥女记者安·玛丽亚·托利兹
是通过这次全球妇女峰会才知道中国
在发展领域尤其是妇女赋权方面取得
的成就。 她觉得中国不仅应该做得好，
还应当更多地让大家了解中国做了什
么，同时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已在联合国工作超过30年的莉莎
更关注中国的“第一夫人”。

“我喜欢中国第一夫人的着装和气
质。”莉莎在峰会现场告诉记者。 她前
几天刚在美国报纸上看到过彭丽媛与
美国总统夫人米歇尔的合影 ，也注意到
彭丽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
和妇女教育特使。

当天第四会议室的媒体间可谓人
满为患，记者不得不排队轮流抢镜头，
因为这场峰会云集了包括80个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近百个国家代表。

阿富汗的记者赛义德·扎林没能在现
场看到习近平讲话，不过他觉得中国给发

展中国家的援助并不附带政治条件，在本
地区乃至全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挤不进峰会现场的除了记者 ，还有
希望参加妇女峰会的代表们。 中国女
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梁志平就非常遗

憾地告诉中新社记者，她们一行21人都
没能拿到参加妇女峰会的票。

虽然无法去峰会现场，但来自中国

的女企业家们仍然在联合国大会厅前
的“人民营”参与了倡导低碳日的活动，
还唱起了中国歌曲《茉莉花》，赢得满堂
喝彩。“就算不能去现场，我们也要抓住
一切机会为女性发声。”女企业家协会

副会长罗活活说。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
（上接A1版）

事 实表明 ，实现男女平等 ，还需要
我们付出巨大努力 。 我们要不懈努力 ，
为妇女事业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们刚刚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

性别视角已纳入新发展议程各个领域。
让我们发扬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精神，重申
承诺，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
速行动。

第一 ，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
展。 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
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 我们要制定更

加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既要考虑各国
国情、性别差异、妇女特殊需求，确保妇
女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又要创新政策手
段 ，激发妇女潜力 ，推动广大妇女参与
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 实践证明 ，推动妇
女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 ，能有效提高妇
女地位 ，也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经

济活力。

第二，积极保障妇女权益。 妇女权
益是基本人权。 我们要把保障妇女权益

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
化为社会行为规范。 要增强妇女参与政
治经济活动能力 ，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管
理水平 ，使妇女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
领军人物。 我们要保障妇女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特别是要关注农村妇女、残疾妇
女、流动妇女、中老年妇女、少数族裔妇
女的健康需求。 我们要采取措施确保所
有女童上得起学和安全上学 ，发展面向
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 ，帮助她们
适应社会和就业市场变化。

第三 ，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
化。 男女共有一个世界，消除对妇女的
歧视和偏见，将使社会更加包容和更有
活力 。 我们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针对

妇女的暴力 ，包括家庭暴力 。 我们要以
男女平等为核心 ，打破有碍妇女发展的

落后观念和陈规旧俗。 我赞赏潘基文
秘书长发起的“他为她”倡议，希望越来
越多 男性参与进来。

第四，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
环境。 妇女和儿童是一切不和平不安

宁因素的最大受害者。 我们要坚定和
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理念 ，倍加珍惜和
平 ，积极维护和平 ，让每个妇女和儿童
都沐浴在幸福安宁的阳光里。

各国妇女团体应该加强交流 ，增进

友谊 ，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 要继续开
展妇女领域国际发展合作，发达国 家要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缩小各国妇女发展差距。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

中 ，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
真的机会。 中国将更加积极贯彻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 ，发挥妇女“半边天”作

用 ，支持妇女建功立业 、实现人生理想

和梦想。 中国妇女也将通过自 身发展
不断促进世界妇女运动发展，为全球男

女平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为 支持全球妇女事业和联合国妇

女署工作，中国将向妇女署捐款1000万

美元 ，用 于支持落实《北京宣言》和《行
动纲领》，落实 2015年后发展议程相关
目标。 在今后5年内 ，中国将帮助发展

中国家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派
遣医 疗 专 家小组开展巡医活动 ；实施

100个“快乐校园工程”，向贫困女童提
供就学资助 ，提高女童入学率 ；邀请3
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参加培训，并
在当地为发展中国家培训10万名女性
职业技术人员 。 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
设立的有关基金项下 ，将专门开展支持
发展中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的项目 。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让我们携手努力 ，加速行动 ，共建
共享一个对所有妇女、对所有人更加美
好的世界！

预祝峰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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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提示：由中国政府
与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全球
妇女峰会正在纽约举行 ，本
次峰会上来自 多 国国 家元

首 、政府首脑 、多边组织 、私

营企业等代表将就如何实
现性别 平等进行磋商 。 承
继 ’95世妇会的精神 ，我们
该如何看待20年来全球落

实《北京 宣 言》和《行动纲
领》的进展与 不足 ，对未来
全球妇女事业的推动又该

如何期待？峰会之前《中国
妇女报》特邀联合国妇女署

中国国别主任汤竹丽（Julia
Broussard）女士就相关问题
进行解答。

口 本报记者 刘霞

中国妇女报：1995年对于北
京以及全世界关心妇女权益的

人们来说意义重大。 您是否亲
历 了 ’95世妇会？您是如何看待

那次盛会的。

汤竹丽：我本人当时不在北
京，很遗憾，没有参加1995年的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那时，来
自197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和
代表，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会聚

北京 ，围绕“平等 、发展与和平”
的主题 ，共商促进性别平等的全
球战略 ，制定并通过了《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领》。 这是世界妇
女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和妇女权利运动的基石。

中国妇女报 ：万众瞩目的全

球妇女峰会即将召 开。 作为庆

祝《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领》通
过20周年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
这次会议中期待什么？

汤竹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9月27日将和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一同主持全球妇女峰
会。 联合国妇女署非常高兴能
和中国政府一起举办这次备受

瞩目的纪念 ’95世妇会20周年
的峰会。 本次峰会将是联合国第一次举办性别平等
与妇女赋权的首脑级“全球妇女峰会：从承诺到行动”

会议。 8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已确认参会。 我
们可以期待，峰会将重温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精神，总结世界妇女事业发展的成果，探求进一步推
动世界妇女事业发展的途径，承诺制定一个全面实现
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行动框架和路线图。

中国妇女报：您刚刚提到了 ，本次全球妇女峰会
的主题是“促进全球男女平等和妇女赋权从承诺到行

动”，您是如何理解这一主题的？

汤竹丽 ：本次全球妇女峰会将主题定为“促进全
球男女平等和妇女赋权：从承诺到行动”就是要各国
首脑重申政治承诺，共商可持续发展和促进性别平等
的全球战略和行动。 就在纽约当地时间9月25日，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要实现议程中涵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就必须
优先考虑男女平等和妇女权益。 只有释放占世界人
口50％的“她”的力量，才能保障所有人的未来，实现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妇女报 ：’95世妇会距今已过去20年 ，您如

何评价全球妇女事业及地位，特别是中国妇女？还有
哪些议题您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

汤竹丽 ：近期，167个国家向联合国妇女署报告了
’95世妇会后20年各国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领域的成绩和挑战。 今年3月，联合国妇女署发布对
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评估报告显示 ，过去20年里，妇
女权益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企业、政府和全球组织中
担任领军人物的妇女人数在增多。 例如，从事有薪酬
工作的女性占比从40％上升到48％；被高校录取的女
生也从15％升至了25％；女议员的比例从只有12％增
加到了22％。 然而 ，在诸多领域进展仍然缓慢。 例如
男女收入差距；三分之一的女性仍在遭受暴力等。 截
至目前，尚未有哪个国家真正实现了性别平等。

过去20年里 ，中国在实现性别平等和保障妇女
权益方面 ，也取得较大进展。 刚刚发布的《中国性别
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给出了许多积极的数据，包
括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女代
表占比23.4％，比上一届人大议席增加了2.07％。 两
性家务劳动时间差距由10年前的150分钟缩短到74
分钟。 妇女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
延长 ，2010年达到77.4岁，比2000年提高4.1岁。 孕
产妇死亡率城乡差距由2000年的2.4倍缩小为2014
年的1.08倍。 女性接受初中及以上 ，特别是高等教
育的机会显著增加，性别差距已基本消除。 妇女占
就业总数的45％。 女企业家群体不断壮大等。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暴力从“家务事”到首部《反家
庭暴力法（草案）》正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和值得期
待的举措。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关注中国在妇女权益保护方
面依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例如，近年来，出生人口
性别比失衡虽呈现出下降趋势，但116〓 100的男女出
生性别比仍偏离正常值；女性平均工资与男性相比尚
有较大差距；女公务员比例为47.8％，但玻璃天花板现
象依旧存在，部委负责人中女性只有8‰就业中的
性别歧视、家庭暴力、流动妇女权益保护、拐卖妇女等
挑战也应该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

中国妇女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未来15
年国际发展合作指明了方向，规划 了蓝图 ，其中第五
目标明确指出要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 那么
对于一直致力 于推动此目标的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
公室而言 ，在未来15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将如何推
动在中国的性别平等及妇女赋权？

汤竹丽：为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面实现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权能，联合国妇女署将继续与政府、社会
团体 、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在中
国社会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发展，提高女性的地位。
实现妇女和女童充分平等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实现妇女和女童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和赋
权，以及确保加速执行《行动纲领》和2030年全球可持
续发展议程 ，将性别视角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
济、社会和环境领域，有效促进实现性别平等和赋权
于妇女和女童。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的重点将
继续在消除一切形式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强化

女性领导力与参政权、妇女经济赋权和性别平等与气
候变化这四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