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南山城中湖生态浮岛上，工作人
员趁晴好天气换种冬季水上蔬菜。

近日，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临淮段迎来候鸟迁徙
高峰，大批候鸟如潮水般汇聚于此，场面极为壮观。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水质总体优良，长
期稳定在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每年符合Ⅰ类水质的天数和指标个数
持续保持在高位。十年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超 680
亿立方米，豫冀津京四省市直接受益人口超1亿。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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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簇椰叶在微风中摇曳，白色海浪

拍打着沙滩，冬日的海南博鳌依然温暖

如春。博鳌亚洲论坛的永久会址——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又一次迎

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

12月2日，一年一度的企业家博鳌

论坛系列活动将在此拉开帷幕。今年

论坛以“改革新蓝图 发展新动能”为主

题，包括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和行业

领军企业家在内的各界嘉宾汇聚一堂，

共话改革新机遇，共谋发展新未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擘画了宏伟蓝图。今年以来，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尤其是9月

下旬加力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有力增

强了市场信心，政策效果在逐步显现。

改革加力，政策发力，持续激发经

营主体活力。作为经营主体的千千万

万的企业，如何进一步凝聚深化改革共

识，提振信心，激发创新发展的活力？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持续增

多，在这个关键节点，企业如何充分用

好当前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2 月 2 日至 4 日，为期三天的论坛

活动将深入研讨这些问题。除主论坛

之外，论坛还设置了数字科技创新发展

大会、低碳循环经济论坛、新消费发展

大会、汽车产业发展论坛、新国货品牌

创新大会、人工智能机遇与挑战高端闭

门会等活动，充分体现了本届论坛聚焦

产业发展，挖真问题、找真药方的务实

办会理念，以及为参会企业提供跨界交

流、资源对接、产业合作平台的初衷。

“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将进一步引

导企业家紧跟国家改革发展蓝图，全

面、辩证、长远看待当前的挑战，增强发

展信心，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论坛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届论坛由新华社和海南省人民

政府指导，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新

华网、新华社海南分社承办。

企业家博鳌论坛自 2016年创办以

来，已成功举办八届，今年是第九届。

历届论坛议题设置前沿务实，与会企业

家、专家学者积极分享经验、激荡智慧、

建言献策、共话发展，富有专业性、针对

性、建设性，跨界融合、交流场景丰富，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被誉为企业界的年

度思想盛宴。

（来源：光明网）

2024企业家博鳌论坛系列活动开幕

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谨细

腻的“工笔画”，10多年来，共建“一带一

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在一个

个“尽精微”的项目中取得实打实的合

作成果，将“致广大”的宏伟愿景变成生

动现实。

山海万里，同舟共济。共建“一带

一路”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和

发展阶段的差异，开辟各国交往新路

径，搭建国际合作新框架，汇集人类共

同发展最大公约数，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增添了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行人间正道

萨旺来自老挝北部琅勃拉邦，目前

在首都万象一家酒店做咖啡师。“以前

从琅勃拉邦到万象要花 10 多个小时，

自从有了中老铁路，只要两个小时，既

省时又省心。”他说，“这条铁路不仅带

来了更多工作机会，也让我们的未来充

满了希望。”

穿山岭、越江河，北起昆明、南至万

象的中老铁路，让路途不再遥远。

中老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

性项目。据负责老挝段运营的老中铁

路有限公司介绍，开通运营近三年来，

中老铁路老挝段发送旅客超 700 万人

次，其中国际旅客逾30万人次，发送货

物超1000万吨。

“中老铁路给老挝人民带来福祉，

为国家发展注入动力。”老挝国家工商

会执行副会长道旺·帕占塔冯说，这条

“黄金线路”不仅助力老挝矿产和农产

品出口，还促进沿线旅游业兴旺发展。

“老挝因为这条铁路从‘陆锁国’变为

‘陆联国’，更借助‘中老铁路＋中欧班

列’运输新模式与遥远的欧洲联通。”

飞驰的列车，跨越的不仅是山河之

远，更是发展阻隔，畅通的不仅是人员

往来，更是经济血脉。

11 月 15 日，第 10 万列中欧班列满

载货物从中国重庆驶向德国杜伊斯堡。

“在中欧班列运行前，不少人认为，

在中欧之间开通铁路是一个疯狂的想

法。”杜伊斯堡港口集团首席执行官马

库斯·班恩说，如今，中欧班列已成为空

运和海运的有效补充，开创了亚欧国际

运输新局面，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班恩说，杜伊斯堡的国际知名度因

为中欧班列而不断提升，中欧班列为这

座城市带来了更多发展机会。中欧班

列还带动多条海陆通道的相互连接，有

效提升沿线各国口岸作业服务能力和

枢纽功能。

放眼世界，共建“一带一路”的互联

互通画卷正不断铺展。在尼日利亚建

成西非第一大深水港莱基港，在乌兹别

克斯坦贯通中亚第一长隧道“安格连—

帕普”铁路隧道，在克罗地亚架起人们

心中的“梦想之桥”佩列沙茨大桥，在秘

鲁建成南美首个智慧和绿色港口钱凯

港……

“这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伟

大创举。”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

如此评价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的

合作成果。“要致富，先修路。”他引用这

句中国俗语说，中国将自身发展的成功

经验分享给世界，找到了一条打破发展

瓶颈、走向共同繁荣的正确道路。

利天下民生

“一带一路”合作故事中，“鲁班出

海”是充满青春朝气的独特篇章，许多

国家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在鲁班工坊

找到了职业方向。

东非高原之上，中国企业承建的亚

吉铁路连接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是非

洲首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列车员奥斯

曼是吉布提鲁班工坊首届 24名毕业生

之一。他说，得益于鲁班工坊设立的铁

道类专业，从小就希望在铁路工作的他

在中国师傅帮带下实现了梦想。

“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信息科技是

开启未来的钥匙。”肯尼亚鲁班工坊“云

计算与信息安全”专业学生杰奎琳·莫

卡亚说。过去三年多，莫卡亚不仅学习

专业课程，还参加大量实践活动，通过

了中国华为公司数据通信、安全、人工

智能等方面的考试认证。

在“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中亚地

区首家鲁班工坊充分考虑国家工业化

现代化需求，设立了城市热能应用技术

和工程测量技术两个合作共建专业。

学生阿卜杜洛·哈利莫夫说，已有不少

企业来学校招聘，在鲁班工坊学到的专

业知识和扎实技术“对我们未来工作帮

助非常大”。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鲁

班工坊搭建起“一带一路”上共促发展

的一座座“技术驿站”，成为中外职业教

育合作的闪亮名片。

一株“幸福草”，万家“致富路”。中

国菌草已在 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在

脱贫、治沙、畜牧等领域释放巨大潜力，

造福千家万户。

在太平洋岛国斐济，日前举行的

2024（斐济）中国贸易展览会上，75 岁

的老人阿卢西奥主动担任中国援斐济

菌草技术示范中心展台的义务讲解

员。得知菌草中心要来参展的消息，

他专程从村里赶到首都苏瓦。阿卢西

奥说，6年前，中国专家来到村里，教大

家使用菌草技术种蘑菇，彻底改变了

村民们的命运。“中国专家帮助我和我

的家人那么多，我也想尽己所能回馈

他们。”

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中国向多个

国家推广示范菌草、杂交水稻等农业技

术，助力亚洲、非洲、南太平洋、拉美和

加勒比等地区乡村减贫，促进共建国家

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以天下之利为利，以人民之心为

心。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通过一个个“小而美”“惠而实”的合

作项目，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

民生，让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世

界减贫事业和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重大贡献。

顺大势所趋

从南非开普敦驱车约 1000 公里，

北开普省波斯特马斯堡镇一片日照充

足的荒地中，一座光塔高高耸立，周围

是数以万计的定日镜，以同心圆阵列铺

展开去。从空中俯瞰，宛如沙漠上的一

轮烈日，闪耀夺目。

这是中国企业承建的红石 100 兆

瓦塔式熔盐光热电站，是南非最大可再

生能源项目之一，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首个塔式熔盐光热电站项目，今年9月

顺利实现并网发电。项目全面投运后，

每年将为南非电网贡献约 480 吉瓦时

的清洁电力，可以满足 20 万多户家庭

的用电需求。

南非是最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非洲国家，双方

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

方面合作深入，孕育了德阿风电项目、

奥亚混合能源项目、中广核南非 TFC

一期光伏项目等一系列项目。

红石项目南非合作方项目负责人

姆托科·恩吉迪说，在南非，多个共建

“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帮助当地减少对

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依赖，同时填补了能

源缺口，助力南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

承诺。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共建国家

带来了一座座风电站、水电站、光伏电

站，不仅推动各国绿色能源转型，更将

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

发展的“绿色动力”。

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由中国企业

投资并主导建设的帕纳蒂光伏电站，

44.6 万个太阳能组件整齐排列。电站

今年6月正式投产，与同月在皮奥伊州

投产的马兰加图光伏电站一起组成了

大规模光伏项目群。

“这个项目是塞阿拉州的一个里程

碑，让这里丰富的日光资源产出更多能

源、财富和就业机会。”塞阿拉州州长迪

弗雷塔斯说，电站全容量并网后，将为

35万多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每年可以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3万吨。

生态兴则文明兴。在共建“一带一

路”过程中，中国始终将生态保护摆在

重要位置。从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

署《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

忘录（2017—2022）》，到与 31 个国家共

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

倡议，再到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为

上百个发展中国家培训大量环境与气

候专业人才，中国致力于同各方携手完

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机制。

在泰国，中泰联合承建的诗琳通大

坝综合浮体光伏项目实现浮体光伏与

水电设备交替或同时发电；在埃及，中

国节水梯田模式成功“复制”运用，助力

西奈半岛山区涵养水源；在埃塞俄比

亚，中国科研人员推广“清灌育草、封育

轮牧、牧养结合”的灌丛化草地生态修

复与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一批批

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项目在众多发展

中国家落地，让绿色成为共建“一带一

路”的鲜明底色。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共建“一带

一路”顺应国际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倡

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满足

各方可持续发展需求，充分发挥中国在

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领

域优势，运用中国技术、产品、经验等推

动绿色合作蓬勃发展，为共建清洁美丽

的世界注入不竭动力。

（来源：新华网）

同舟共济山海间
——共建“一带一路”绘就国际合作新图景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积极推进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鼓励企业持续加快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
新，一大批涉及纺织、家电、木材加工等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工厂和园
区建成投用，加快形成区域新质生产力，助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日，甘肃阿克塞汇东新能源光热+光伏试点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
电。该项目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四十里戈壁千万千
瓦级太阳能热发电基地内，总体装机容量750兆瓦，其中光热发电110兆
瓦，光伏发电640兆瓦，是我国首批光热+示范电站，也是国内在建单机规模
最大的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并网发电后可实现年均上网电量17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