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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纽埃环岛公路升级项目顺利移交
本报讯 由中国中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的援助纽埃环岛公路升级
项目竣工移交仪式日前在纽埃首都阿
洛菲举行。

纽埃总理塔格拉吉在移交仪式
上致辞时强调，双边交流和持续对话
是加强纽中未来关系的重要一环，也
是践行相互支持承诺的具体体现。
他表示，希望纽埃与中国进一步加强
合作与交流，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发
展，期待在更多领域与中方深化互利
共赢的合作。

纽埃财政和基础设施部长克罗斯
利·塔图在致辞时表示，新修的道路平
坦、安全、可靠、便捷，能够迅速响应国
家的发展需求。

中国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和
纽埃大使王小龙表示，公路完成升
级，连同配套的太阳能路灯和道路标
识，让居民出行更加舒适，学生往返
学校更加安全，游客欣赏纽埃美景更
加方便，相信该项目将促进纽埃经济
发展和人民福祉，支持纽埃实现中长
期发展目标。

据项目方介绍，中国援助纽埃环
岛公路升级项目是中纽共建“一带
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也是“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于2023年4月开工，全长46.1公
里。项目建设完成显著优化了纽埃
的交通基础设施。

（卢怀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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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
长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在中国和东盟
间构建起一条便捷的“黄金通道”，自
2021年12月3日开通以来，促进了沿线
客货高效往来，实现人享其行、货畅其
流，成为造福沿线民众的幸福路、发展
路、友谊路。

一列列飞驰的动车，带来八方的旅
客。今年国庆节期间，云南省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游人如织。傣味美食、雨林
徒步、河谷漂流……花样百出的玩法、
丰富多彩的体验吸引旅客慕名而至。

“越来越多马来西亚、泰国、老挝等

东南亚国家的旅客，乘坐中老铁路入境
中国，到西双版纳旅游。”西双版纳任达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云娅
说，这条铁路架起一座中国与周边国家
交流的桥梁。

为进一步满足各国旅客乘坐中老
铁路旅客列车跨境旅行的需求，今年 4
月13日，中老两国铁路部门在中国西双
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两大旅游城市之
间，增开国际旅客列车1对，旅客乘火车
可实现两地间当日往返。

今年前三季度，中老铁路累计发送
跨境旅客17.7万人次，旅客来源已覆盖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依托中老铁路，中国制造的机电产

品、农产品以及老挝、泰国的天然橡胶、
热带水果等“双向奔赴”，有力促进了沿
线经贸往来。昆明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今年 9
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突破 1000 万
吨，货值超400亿元。

在昆明市城郊的中铁联集昆明中
心站内，大卡车来回穿梭，集装箱集结、
吊装、分拨等作业有条不紊地进行。

“目前，跨境货物运输已覆盖老
挝、泰国、越南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
开通初期的 2 列增加到目前的 14 列，
运输品类由初期的橡胶、化肥等扩展
至电子、光伏、通信、汽车等 2900 多
种。”中铁联集昆明分公司副总经理徐
超说。

9月24日，首趟中老泰多式联运“一
单制”货运列车在云南昆明发车，沿中
老铁路直达万象，再通过公路运输至泰
国批发市场，实现全程“门到门”运输，
用时仅3.5天。

“泰国榴莲出口到中国更加便利。
中国的消费者吃到品质更好的榴莲，泰
国的企业、农户共享市场机遇，沿线民
众的生活持续改善。”泰国时必达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潘娇玲说。

中老铁路为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
展注入新动能，加速推动云南从开放末
梢向开放前沿转变。

云南省普洱市因中老铁路结束了
不通火车的历史。云南金客隆咖啡产
业有限公司瞅准机遇，落户普洱市思茅
产业园区。公司生产的冻干咖啡粉、咖
啡浓缩液、挂耳咖啡等产品，通过中老
铁路销往南亚、东南亚各国。

“中老铁路让原料进口、产品出口
更便利，这是我们来普洱发展的原因之
一。”该公司副总经理石华忠说，搭上这
趟“快车”，产品更加快捷地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中老铁路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驶入
‘快车道’。”普洱市思茅区投资促进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抓好
中老铁路通车的机遇，围绕铁路沿线特
色产业发展布局，吸引更多企业到思茅
区投资兴业。

从助力沿线发展的角度看，中老铁
路潜力巨大。“保障中老铁路运输安全、
稳定是铁路人的职责使命。”中国铁路
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主任赵雁
峰说，这条气势磅礴的“钢铁巨龙”将为
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

新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5
年历程，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成
就。我代表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表达真诚敬
佩和衷心祝愿。中国未来发展可
期，乐见中巴两国不断深化合作。

75年来，中国实现了经济社会
的跨越式发展，建设了独立完整的
现代工业体系，成长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
迹。中国发展为包括巴基斯坦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巴
基斯坦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
好伙伴、好兄弟，巴基斯坦人民为
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和
振奋。巴各界高度关注、不断研究
中国发展道路，学习中国发展经
验，以推动加快巴基斯坦工业化和
现代化进程。

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拥有光明
未来。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确定了中国未来发展
的关键领域，展现了中国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思
考与规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

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的标志性工程和重要先行先试项目，未来
也将继续作为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核心框
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启动以来，中巴携手
推进一批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相继落
地，有力促进了巴基斯坦民生改善。未来，两
国将在农业、矿产、信息技术等各领域加强合
作，为巴基斯坦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
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
义，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坚持和努
力赢得了各国人民最广泛、最真诚的支持和
敬佩。巴基斯坦将与中国继续加强在安全领
域的合作，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共同维
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地区国家发展繁荣。

中巴两国为国与国之间互利合作树立典
范。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巴两国
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坚如磐石；两国合作始终
保持旺盛生命力、不断拓展深化；两国人民的
友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巴基斯坦当前正全力应对恐怖主义挑
战，保障中国在巴人员安全是巴政府应尽职
责，将继续与中方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绝
不允许破坏巴中铁杆友谊的邪恶图谋得逞。

越是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发展历程，
越是对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赞叹和
敬佩。期待巴基斯坦通过与中国合作学习更
多发展经验，取得更多的发展成就。

中国医疗队在科摩罗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 第16批中国援科摩罗医

疗队日前在科摩罗莫埃利岛开展义诊
活动，并向当地医院捐赠药品。

医疗队队长包一涵介绍说，11名
来自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骨科、
中医科等科室的医疗队队员当天参与
义诊活动，为 300 余名当地居民提供
体检、医疗咨询、针灸、推拿等免费诊
疗服务。医疗队还向当地医院捐赠心
血管、呼吸道、妇科等相关药品，支持
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条件。

莫埃利岛行政长官查米娜·本·穆

罕默德说，中国医疗队每年都会在莫
埃利岛开展免费诊疗服务，这对于岛
上民众来说是巨大的福音。她称赞中
国医疗团队专业齐全，良好满足了岛
上民众的就诊需求。

科摩罗是西印度洋岛国，经济和
医疗条件落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向该国派遣医
疗队，迄今已满30年。第16批中国援
科医疗队共 11 名成员，于今年 6 月 9
日抵达科摩罗。

（凌 馨）

（上接1版）
不惟秦岭。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脆

弱的西部地区，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生态治
理的攻坚战——

甘肃祁连山历经“史上最严”整改，一
系列生态修复项目助力当地迎来黑色、浅
绿、深绿的底色之变，2023 年度祁连山生
态环境保护考核结果均为“优秀”；

“高原明珠”云南滇池，通过实施控源截
污、恢复生态湿地、整治沿岸违规违建问题，
如今清波荡漾、海鸥高飞，明珠神采再现；

宁夏贺兰山，彻底关停保护区内所有煤
矿、非煤矿山等，如今湛蓝的天空、奔跑的岩
羊注解着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的卓越成效。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目光移至青藏高原东北部，蜿蜒的黄

河静静流过若尔盖草原。由于黄河改道及
冻土退化等原因，当地黄河沿线草原曾一
度面临生态危机。

2014年，四川若尔盖县沙化土地面积
达 120.46 万亩，占全县草原面积的 9.9%，
当地村民放牧路过都要用头巾裹紧面部。

随着“高山柳沙障+植灌+种草+施
肥+围栏封禁管护”的修复治理模式持续
实施，当地水土流失蔓延趋势得到一定程
度的遏制，草原向黄河补给水源能力不断
提高，持续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一棵棵挺立的高原红柳，用发达的根系
将沙土紧紧攥住；一群群坚韧不拔的治沙卫
士，用“抓铁有痕”的毅力持续为草原复绿。

绿水青山间，一个个人与自然和谐相
融的美好瞬间，注解着西部从生态之痛到
生态之治的不懈探索。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西部生态修复
治理的举措愈发科学。广大西部地区蹚出
的一条条治理修复之路，也启迪着新时代
的发展之路。

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生态高地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近年
来，西部地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创造了一个个生态保护奇迹。

青藏高原，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藏羚羊、黑颈鹤等野生动物在
这里繁衍生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从这
里奔向大海。这里是“中华水塔”，也是生
态脆弱区、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

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
拔5000米以上。清晨，尼玛县罗布玉杰管
护站站长格桑伦珠带着干粮、脚踩油门，骑
着摩托车就出发了。

“一天下来巡护的范围有200多公里，
途中我们会记录野生动物的数目和种类。”
格桑伦珠说，“羌塘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野生动物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我发自内心
地开心。”

目前，西藏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47个，总面积41.22万平方公里。林地、草
地、湿地、水域等生态功能较强的地类增加
到108.11万平方公里。

建设生态文明，是民意，也是民生。
晚风拂过黄河源地区，望着眼前扎陵

湖泛起的点点星光，37岁的生态管护员德
却加陷入回忆……

德却加的家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多县。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地处
巴颜喀拉山北麓。

丰裕的水草滋养着草原儿女，但过度
放牧也带来过生态危机。曾经，“鼠掘沙
进”，家园不再，守着源头没水喝……世代
逐水草而居的三江源牧民不得不搬迁到数
百公里外的果洛州玛沁县。

德却加回忆说，虽然住在城里，但老乡
们依然心系草原，“那里是我们的家乡，是

牧民的根”。
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启

动，这让包括德却加在内的牧民们得以用
“家乡守护人”的身份回到三江源。“在黄河
源，黑颈鹤什么时候最多？哪里的草场最
脆弱？没人比我们这些牧民更清楚。”

如今，有超过1.7万名和德却加一样的
生态管护员，分布在三江源头的角角落
落。2021年10月，包括三江源在内的我国
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最新统计显示，三江源地区的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在99%以上，水体
与湿地生态系统面积净增加309平方公里。

生态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保护举措
更加周全、保护成效不断显现。

“金城”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通过大
力实施国土绿化，加强黄河干、支流入河排
口的排查、监测、溯源，一幅显山、露水、透
绿的城河相融新画卷引来游客不断。

多彩贵州，“四山八水”勾勒出黔山秀
水的生态轮廓，当地共设置超过2.2万名河
湖长，在全国率先建立“五级河湖长制”，汩
汩碧水正成为滋润贵州、造福人民的“幸福
之水”。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
旗，依托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让科尔沁
沙地加速披绿。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陕北黄土高原，在建的西延高铁施工

正酣，一个个高高架起的巨型桥墩向远处
延伸。

“真的没有想到，真的很难得！”连连感
慨的湖北人徐学显是中铁十一局集团西延
高铁制梁场党支部书记，“跟想象中截然不
同，陕北人民能把黄土高原变成满眼苍翠，
这也在提醒我们施工者要珍视这来之不易
的绿色。”

“筑路是在为百姓筑幸福，护绿也是为
百姓护幸福。”徐学显说。

加快绿色转型构筑更美丽家园

沿着西部走得越远，越能深刻感受到：
以绿色为导向的生态发展观正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接受，“绿色”正在成为西部地区产
业发展的关键词。

车行祁连山下，进入甘肃省张掖市巨
龙铁合金有限公司，一行红色标语映入眼
帘：绿色环保是不可碰触的底线。

深刻体悟来自深刻教训。2017年初，
公司铁合金生产烟气未经环保设施处理直
排被曝光，企业负责人被刑事拘留。事后，
公司投资逾千万元开展环保改造。改造
后，污染物排放低于标准限值，环保技术工
艺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为了更好地响应环保政策，这家企业
还于去年8月建成了烟气余热节能发电项
目，实现并网发电。公司经理刘建平说，在

“双碳”战略背景下，行业环保不达标企业
被强制关停，高纯硅铁市场价格上扬，公司
抓住了这次机遇，过去两年企业工业总产
值远超改造前。

从曾经的黑烟滚滚到如今的绿色“双
赢”，刘建平感慨：“只有绿色，才能发展！”

一家企业的“绿色之变”，也印证着朴
素的哲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完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随着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
心，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动力愈发澎湃。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积极
推动“山上生态做减法，山下产业做加
法”。如今，环山文旅康养产业、特色民宿
群等一批生态产业项目加快实施，缙云山
周边的群众吃上了可口的“生态饭”。

四川宜宾，嘉陵江畔，清退高耗能高
污染企业、关闭造纸小作坊、关停江边挖
沙场……告别“化工围江、污染绕城”的困
境，宜宾持续改善岸线生态环境，重现一江
碧水、两岸青山的秀丽景色，多项经济指标
不降反增。

新疆阿勒泰，随着《我的阿勒泰》热播，
阿勒泰的秀美景致被越来越多人看见，蕴
藏在山川大河中的松弛治愈感引来游客量
激增。

在广西，2023年举办的首届世界林木
业大会上，绿色环保产业链招商项目到位
资金1129亿元，新签项目347个，投资总额
近3000亿元，生态“含绿量”正助力提升当
地发展“含金量”。

把丰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致富的绿色
产业，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
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胜势，良好
的生态环境在西部正愈发成为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

绿色之路越走越宽，一大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在西部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光伏
电池等已成为西部产业的新名片。

在陕西，近三年来新能源汽车产量保
持年均 160%的爆发式增长态势，年产量
居全国前列；在四川，世界级锂电产业基
地初见雏形，“锂电之都”的未来轮廓愈加
清晰；在宁夏，截至 2023 年底，新能源装
机突破 3600 万千瓦，新能源人均装机达
到 5 千瓦……西部地区已打造新材料等9
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电子信
息、航空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循道而行，功成事遂。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西部

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越走越宽
广。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西部，正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作出新的贡献。 （沈虹冰 石志勇 张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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