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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看西部

中非携手推进绿色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涪陵龙头港专用线首发
本报讯 日前，一列载有50箱精己二

酸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货物集装箱
班列从重庆涪陵龙头港专用线发出。
这趟班列在48小时内到达广西钦州港，
然后换货轮运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荷
兰等国家和地区。这是重庆港水运口
岸扩大开放涪陵龙头港区后，龙头港开
行的首趟“点到点”快速货物班列。

相较于传统零散发运班列，“点到点”
快速货物班列可极大减少班列编组解编
和换箱转运等繁琐流程，实现多式联运班
列“一箱到底”，更加高效便捷。此次开行
的“点到点”快速货物班列，相比传统江海
联运班列的运输时长缩短了10天以上，
不仅提升了运输效率，也进一步降低了企
业物流成本，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班列的提档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重庆铁路物流中心涪陵营业部主
任谢红新表示，为确保“点到点”快速货
物班列的运行质量，铁路部门近期深入
重点企业走访调研，定制出“价格+时
效+服务”的综合策略，为企业提供价格
政策和班列运力方面的支持。“下一步，
重庆铁路物流中心与涪陵车务段将持
续挖掘物流市场潜力，开发更多高效便
捷的货运产品，为重庆转型为内陆开放
综合枢纽提供新的动力。”谢红新说。

涪陵龙头港地处长江、乌江交汇处，
是重庆市“1+3”枢纽型港口之一，也是重
庆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重点
工程。自今年3月30日，涪陵龙头港铁
路专用线启用以来，已累计发送货物
4543车27.97万吨，相比去年同期涪陵西
站的货物发送量增长111%。 （李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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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志文

非洲是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明显的
地区之一，推进绿色发展是非洲国家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国与
非洲国家持续深化在发展清洁能源、应对
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为全球绿色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经验分享，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横亘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
上最大的沙漠。2007年，11个撒哈拉以南
国家在非盟主导下成立泛非“绿色长城”组
织，希望合作建设一条横跨非洲、阻挡撒哈
拉沙漠侵蚀的防护带。2017 年，泛非“绿
色长城”组织和中方签署合作备忘录，联合
共建泛非“绿色长城”研究中心，在生态系
统监测、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人才培养、
技术转让等领域开展合作，增强非洲国家
防沙治沙能力。

泛非“绿色长城”组织秘书处高级主管
马塞兰·萨努曾赴中国新疆参加第二届非
洲“绿色长城”建设技术培训班，并出席第
三届塔克拉玛干沙漠论坛。他与来自非洲
撒哈拉沙漠南缘国家的专家们一同深入塔
克拉玛干沙漠，了解当地防治荒漠化的最
新技术和举措。他表示，建设非洲“绿色长
城”的灵感，来自中国东起黑龙江、西至新
疆的“三北”防护林工程。近年来，中方专
家多次到撒哈拉沙漠南缘萨赫勒地区实地
探访，“因地制宜确定治沙方案，针对不同
国家的荒漠化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推动

‘绿色长城’建设取得进展”。
从毛里塔尼亚的流沙快速固定、节水灌

溉试验示范区，到尼日利亚的“经济林保育”
试验示范区，再到埃塞俄比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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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非双方的
努力下，萨赫勒地区的荒漠化面积已从2000
年的72.31%下降至2020年的69.23%。

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共同
实施“八大行动”和“九项工程”的组成部分，
也是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
容。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
长级会议通过《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
2024 年）》和《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
言》。中国与不少非洲国家签署应对气候变
化合作文件，通过实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项目、共同建设低碳示范区、开展能力建设
培训等方式为非洲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

迄今，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中国对
非已顺利实施上百个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
项目，助力非洲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优势互补，推动绿色发展合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
领者，中国不仅坚定不移走出一条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也尽己所能向
非洲国家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在技术、能力
建设等方面提供切实支持。

在肯尼亚，由中企总承包的35兆瓦地
热发电站——索西安地热电站已于去年6
月底投产送电。这是非洲首个从设计到建
设、调试完全由中企独立完成的地热发电
站。“中企为我们开发地热资源带来全新技
术。”业主方肯尼亚索西安能源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摩西·罗蒂奇认为，中国技术将继续

助力肯尼亚加快地热资源开发，促进肯尼
亚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

在加纳，中企正计划在该国北部投资
建设2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并开发100兆
瓦风力发电场，届时将为加纳提供更加多
样的清洁能源选择，助力当地绿色能源转
型。“期待两国能源合作乘势而上，推动更
多风能、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在加纳落地。”
加纳全国酋长院前主席、阿克拉世界贸易
中心执行主席托贝·阿斐迪对两国绿色能
源合作充满期待。

在南非，中企投资建设的德阿风电项
目，每年为南非供应稳定的清洁电力约7.6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20多万吨标准煤，
助力南非实现到 2030 年将太阳能和风能
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从 7%提升到 40%的
目标。南非国民议会事务主席弗罗里克表
示，“南非正在扩大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
增强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希望中方企业发
挥技术、创新等优势，积极参与南非新能源
领域项目建设。”

“中国始终与非洲各国并肩合作，成为
非洲大陆开发太阳能和风能的主要合作伙
伴。”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
希尔表示，非中双方优势互补，不仅为越来
越多非洲国家带来可靠可及的电力供应，也
通过开发绿色产业，更好惠及非洲人民。

科技赋能，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在非洲岛国毛里求斯东岸费耶斯角附
近一处海域，由中企和毛里求斯环保组织
共同打造的珊瑚苗圃，正在将海底“植树造
林”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

得益于中企提供的技术支持，珊瑚苗

圃可以通过安装水下摄像头和传感器等监
测设备，实时跟踪珊瑚生长过程及周遭环
境变化。苗圃运营方、毛里求斯环保组织

“节能社会”主席纳迪姆·纳祖拉利认为，中
企提供的技术为珊瑚培育“提速”。“中国和
毛里求斯合力实施的珊瑚挽救计划让当地
珊瑚礁群重新焕发生机。”

近年来，中国节能环保产业质量效益
持续提升，形成了覆盖节能、节水、环保、可
再生能源等各领域的绿色技术装备制造体
系，绿色技术装备和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
强，绿色装备制造成本持续下降，能源设
备、节水设备、污染治理、环境监测等多个
领域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为
我们树立了榜样。”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欧乌阿马·乌登塔·乌登塔认
为，中国绿色技术为非中绿色产业合作不
断注入新动能，也正在为非洲可持续发展
创造新机遇。

2022年以来，肯尼亚初创公司使用中
国车企设计的零件在当地组装，生产续航
里程为250 公里的电动巴士，为当地居民
提供生态友好型的出行选择。今年7月，
尼日利亚拉各斯州政府携手中企等，成立
非洲规模最大的公共出行平台公司，未来
一年内将向市场投放5000辆全新车辆，其
中包括首次引入的1000台电动汽车，为拉
各斯居民提供便捷与环保的出行体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罗达·瓦集拉
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使非洲国家得以获取
先进技术和支持。许多非洲国家借助与中
国的合作大力推动绿色转型，将清洁能源
列为优先事项，这对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

不久前，中国和马达
加斯加签署了中国援马
杂交水稻技术援助二期
项目的立项换文，以进一
步帮助马达加斯加农户
实现增产增收，提升人民
生活水平。马达加斯加
外交部部长拉萨塔衷心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在水
稻种植技术方面给予马
方的大力支持，称赞马中
友谊犹如“稻水之情”。

马达加斯加是传统
农业国，受农业生产方式
传统、土地荒漠化等影
响，该国水稻产量无法完
全满足本国需求。2006
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上，中国承诺在非洲
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
技术示范中心。2007年，
中国援马达加斯加杂交
水稻示范中心正式启动，
20 多位中国农业专家先
后深入马达加斯加田间
地头，开展科研、示范、推
广等工作，帮助当地民众
圆粮食自给自足之梦。
17年来，中国杂交水稻已在马达加斯
加累计推广 7 万多公顷，平均每公顷
单产达7.8吨，最高单产可达每公顷12
吨。马达加斯加已成为非洲杂交水稻
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国家。

2022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向“杂
交水稻援外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
坛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中方愿继续同
世界各国一道，坚持命运与共、和衷共
济，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加强粮食安全
和减贫领域合作，为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建设没有饥
饿贫困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
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
国人民过得好。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
和世界发展统一起来，始终把中国人
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
来，始终坚持发展自己、造福世界，努
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要求之一。把中国的前途命运和
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让各
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中国作为发
展中大国的胸怀与担当。近年来，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马达加斯加振
兴倡议”有效对接，两国在农业、交通、
能源、卫生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
的务实合作收获重要成果，不断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马达加斯加民间谚语说：“种稻不
易，惟有协作，才有收获”。中马建交
50多年来，两国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
待，始终通力协作、并肩前行。以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为契机，中国和
马达加斯加将增进合作，深化“稻水之
情”，为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
体注入新动力。

■文/钟茜妮 张芷旖

近日，2024“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
在四川省成都市拉开帷幕。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
金色十年的开局之年。这些年来，共建

“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
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成
为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深受欢
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媒体在信息传播、增进互信、凝
聚共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

站在新起点上，来自76个国家191家
中外媒体的代表就本届论坛主题“深化媒
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达成广泛共识，发
布《“一带一路”媒体合作成都倡议》。在
共建“一带一路”下一个金色十年，各国媒
体将共同传承和发扬丝路精神、厚植丝路
情谊，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
力世界各国共同实现现代化，建设一个开
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媒体担当、贡
献媒体力量。

既有合作共赢也有相知相亲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塞尔维亚“一带
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都会乘坐
高铁从诺维萨德到贝尔格莱德上班。两
座城市相距75公里，原本动辄一个小时的
通勤时间现在只需要36分钟。改变源于
中东欧地区第一条高铁——匈塞铁路，这
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
的标志性项目。博扬·拉利奇分享了他的
亲身经历，“如今，许多人都在过这样的双
城生活。”

相遇相知的细节最真切，休戚与共的
故事最可感。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
重大事件取得累累硕果，一个个国家地
标，一项项民心工程，一座座合作丰碑，为
讲好丝路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生动
案例。

在开放合作的故事里，凝聚共识的

“同心圆”就此画下。
共享机遇、共创繁荣，是论坛期间出

现频率极高的关键词。
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董

事兼高级研究员本恩·纳戈拉表示，中国
现在对外投资的能力和范围不断增强，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让马来西亚受益，也
在整个东盟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
一路 ’通过连接人与地方、贸易、投资以及
各种财富创造，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全球发
展项目。”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报》副社长
阿玛勒·宰姆里认为，非中共建“一带一
路”将有力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经济增
长和区域一体化，这为未来阿尔及利亚取
得更大经济成果奠定基础。“毫无疑问，在
论坛上我们有着充分的讨论，汇集了专家
建议，这些都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丰
富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
项目中，有越来越多惠民生的“小而美”项
目落地生根，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新亮点。

“中国在尼泊尔援建的许多学校和医
院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对当地人产生了很
大的帮助。”尼泊尔国家通讯社执行总编
辑沙拉钱德拉·班达里分享了他对“小而
美”项目的感受，他举例说，中国在尼泊尔
援建的医院设备齐全，并且中方对医生提
供培训，改善了当地的医疗条件。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
英杰透露，去年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丝路基金增资800亿元
人民币，体现了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决心和行动，近两年来，丝路基金在
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投资多个
特殊教育、连锁医院等民生项目，兼具发
展程度和情感温度，让更多普通民众对

“一带一路”的机遇可感可及。

既展示发展成果又促进务实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共建
“一带一路”伙伴网络过程中，媒体发挥了
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十余年来，共建国家
媒体传承和发扬丝路精神，积极做共建

“一带一路”的记录者、参与者、推动者，推
出了一大批鲜活生动的报道，制作了一系
列创意新颖的新媒体产品，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面向未来，讲好丝路故事、增进互鉴

互信，更加需要媒体的笔和镜头。与会嘉
宾认为，媒体是展示发展成果的窗口，也
是促进务实合作的纽带，应共同讲好各方
合作共赢的故事，担起促进务实发展的责
任，深入报道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
践、对世界作出的积极贡献。

“‘一带一路’媒体合作具有广阔的前
景，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古巴《格
拉玛报》社长迪尔伯特·雷耶斯·罗格里格
斯表示，11 年来，中国与古巴在多个领域
实现交流与合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为媒体提供了素材和故事，让媒体可以有
新的创造和无限可能，“让我们从报纸出
发、从‘一带一路’出发，从历史出发，在这
个挑战重重的时代中开创新天地！”

“我们站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和全球挑
战的十字路口，媒体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为重要，我们不仅仅是变革的旁观
者，也是变革的叙述者，甚至是变革的催
化剂。”巴基斯坦战斗媒体集团总裁萨尔
曼德·阿里指出，当今的媒体环境充满挑
战，虚假信息泛滥、数字化转型、受众需求
的变化等新挑战需要媒体通力合作，以创
新的方式危中寻机。

相聚成都，展望未来。从“成都倡议”
出发，奔向共建“一带一路”下一个金色十
年，耀眼而温暖。

中企承建印尼陆地光伏电站交付使用
本报讯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印度尼

西亚国内装机容量最大陆地光伏项
目——卡拉旺100兆瓦光伏项目日前正
式交付使用。

该项目位于西爪哇省，总占地约80
公顷，规划直流装机容量为100.78兆瓦。
由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巴淡分公司和印尼
三林集团旗下的能源投资公司阿鲁纳共
同投资建设，中国电建湖北工程公司为工
程总承包商。项目为当地提供上千个就

业岗位，并培养了一批技术熟练工人。
在交付仪式上，印尼相关政府部

门、企业及相关投资方代表高度评价该
项目建设高效，助力印尼能源转型与可
持续发展。

据介绍，项目每年将提供超过 1.5
亿度清洁电力，满足约 11.2 万户家庭
的年度用电需求，同时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11.47 万吨，有效降低当地电力
成本。 （叶平凡）

在绿色低碳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上百个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项目顺利实施——

奔向共建“一带一路”下一个金色十年
从“成都倡议”出发

外国媒体代表参加外国媒体代表参加20242024““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媒体合作论坛。。 沈伯韩沈伯韩//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