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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时 评

新华社记者 董越 叶书宏

近期，“全球南方”国家接连传来希望

加强合作的新消息：泰国和马来西亚相继

宣布申请加入“金砖大家庭”，巴西表示正

在研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泰国、马来

西亚、巴西的新意向，延续了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和“一带一路”朋友圈磁力不断增

强的大趋势，折射出南南合作呈现加速发

展的态势。在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沉

渣泛起、个别国家大搞“脱钩断链”的背景

下，“全球南方”正日益成为推动全球开放

发展、合作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年 1 月，随着新成员的加入，金砖成

员数量升至 10 国，同时申请加入的“等候

名单”还在继续扩展。扩员后的金砖国家

占全球人口近一半、全球贸易五分之一，

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共建

“一带一路”也展现出强大的聚合力和发

展前景，目前已有 150 多个国家和 30 多个

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签

署的项目协议拉动了超万亿美元的投资

规模，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

践平台。

无论金砖合作，还是“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无不展现出“同行者日众”的发

展势头，其背后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普

遍觉醒和联合自强。金砖机制顺应时代

潮流、符合各国利益，正如马来西亚总理

安瓦尔所说，开拓新的合作关系对马来

西亚有好处，特别是在“全球南方”的议

程上。泰国总理府发言人猜·瓦差隆表

示，加入金砖将帮助提升泰国的国际地

位，为泰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一带一

路”朋友圈持续扩大，同样反映了发展中

国 家 聚 焦 发 展 、深 化 合 作 的 广 泛 共 识 。

巴西总统卢拉说，“我愿与中国讨论‘一

带 一 路 ’，我 想 知 道 巴 西 能 扮 演 什 么 角

色，我们不想坐在‘替补席’上”。中方对

此积极回应：欢迎巴方尽早加入共建“一

带一路”大家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踢

出精彩的“世界波”。

发 展 中 国 家 群 体 性 崛 起 是 大 势 所

趋。在这股历史潮流中，相似的历史遭

遇、共同的发展任务、相近的国际事务立

场，促使“全球南方”国家在合作中尊重各

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开放心态和合作精

神 看 待 彼 此 的 不 同 ，平 等 相 待 ，携 手 共

进。为南南合作搭建重要平台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帮助广

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从雅万高铁到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

项目助力南方国家连接世界，走上脱贫致

富“快速路”。金砖合作机制蓬勃发展，金

砖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金砖国家还在

拓展“金砖＋”模式，深化同其他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联合自强

迈出新步伐。

当 前 ，国 际 形 势 进 入 新 的 动 荡 变 革

期，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想“踢开梯子”，试图固化“中心－外围”的

全球分工格局，以各种手段将“全球南方”

锁定在价值链低端。近年来，全球化遭遇

逆流，一些发达国家更是以自我利益为优

先，频繁挥舞制裁大棒，或把经济问题武

器化，在合作中附加政治条款，胁迫南方

国家选边站队，或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打压

南方国家，破坏全球开放合作的发展环

境，引发南方国家强烈不满。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其他“全球

南方”国家间活跃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创

新，可以说是对这种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

交往模式的纠正或反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全球南方”正

日益成为世界版图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

量，驱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和应对全

球性挑战发挥重要作用。数据显示，新

兴 市 场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过 去 20 年 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80％，过去

40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全 球 占 比 从 24％

增至 40％以上。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

“全球南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规模持

续升级，金砖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所

彰 显 的 平 等 互 信 、互 利 共 赢 、团 结 互 助

的南南合作精神将更加具有吸引力 、感

召力，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前进，让全球发展合作结出

更多硕果。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全球南方”扩大发展合作是历史必然

新华社记者

刘芳洲 吴振东 张海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向社会发布

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其中，在养老护理员职业

下增设了社区助老员、老年助浴员2个工种。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达到 2.97 亿、占比 21.1％；65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 2.17 亿、占比 15.4％，我国已进入

中度老龄化社会。

从老有所依到老有所享、老有所乐，近

年来，养老行业呈现新需求、新变化。记者

走访上海、湖南、四川等地了解到，随着养老

服务的细分和专业化，养老领域出现更多就

业增长点。业内专家建议，应加大人才培养

力度、规范职业技能标准，多举措提高从业

者综合素质。

破解养老难题 新职业不断涌现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九如城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的护理员张波近日来到家住洪雅

县洪川镇的刘爷爷家，为其提供助浴服务。

76 岁的刘爷爷脑溢血后部分肢体偏瘫，

同时患有一些基础性老年病。“要先测量老

人生命体征是否平稳，再进行助浴，其间也

要随时关注老人的状态。”他说。

“ 现在天热，洗澡是个大问题，多亏了

他。”刘爷爷说。

洪雅县九如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护理

主任王东梅介绍，上门服务的护理员至少要

经过 3 至 6 个月的培训并取得专业护理员证

书，助浴过程中给老人翻身也有规范的手

法，避免二次伤害。去年 6 月公司成立居家

服务部，目前每天有六七十单，包括营养餐

配送、功能维护训练、助浴等业务。

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对从业者专

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养老顾问等在内的一系列领域更细

分、专业性更强的新职业应运而生。

上海是全国最早推行养老顾问制度的

城市之一。截至 2023 年底共有养老顾问点

6988 个，养老顾问人数达 1.03 万人。

“很多有养老需求的老人，对政策等常

有困惑。我们通过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咨

询，为他们解读推荐合适的养老资源，帮助

老人更精准、更便捷地对接所需的服务。”上

海市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养老顾问黄丽说。

专业化、精细化人才缺口较大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随着养老需求不

断变化，专业化、精细化人才缺口仍然较大。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

一。据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部

门联合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3 年末，上海户

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568.05 万人，占户

籍总人口 37.4％。与之对应，上海市养老护

理员总数约为 6 万人，存在较大缺口。

今年 1 月，上海发布急需紧缺高技能人

才职业（工种）目录，养老护理员位列其中，

可享受上海市人才引进等政策支持。

“当前以护理员为主的养老服务技能人

才多为中老年人，青年人较少；养老社工、健康

管理师等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存在不足；由于培

养时间长，养老服务经营管理人才也较缺乏。”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说。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综合管理人员，

既 懂 法 律 法 规 、标 准 规 范 ，又 懂 采 购 等 工

作。”长沙市天心区社会福利中心负责人陈

琪说。

同时，记者走访一些职业院校、培训机

构发现，市场上养老专业人才供给存在“供

不应求”现象。“行业人才很吃紧，养老专业

的毕业生在择业时，有时会有多家企业来抢

1 个学生。”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教

师潘国庆说。

上海市北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一线养老护理员紧缺，培训中心

每月会开展 2 至 3 个养老护理员初级班培

训，学员基本上结业证书还没拿到，已经被

各类机构预订。

提升从业者素质 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随着养老从业者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新

星”，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成为必

须。多名采访对象指出，应通过提高专业技

能、规范培训、建立标准等方式提升养老行

业从业者的综合素质。

——出台与新职业、新工种匹配的职业

技能标准。长沙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李红辉

说，社区助老员、老年助浴员等新工种的出

现，表明养老行业走向精细化是趋势，应尽快

出台完善新的职业标准，这对专业人才培养、

从业者未来职业规划与成长等非常重要。

记者了解到，部分地区已先行出台了地

方性标准与规范。今年 7 月，由上海开放大

学联合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等单位共

同制定的《陪诊师从业技能要求》《老年安宁

疗护护理员培训规范》《居家养老照护师培

训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些标准由各

养老机构和中介自愿采用。

——通过加强学科融合等方式，提高专

业技能和实际需求的匹配度。湖南阿默健

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三香建议，高

校养老专业应将医学课程更多地纳入课程

体系。“拥有更多的临床护理经验，有助于养

老护理员未来的职业发展。”

——多举措提升从业者社会认可度，提

升行业吸引力。吴玉韶等建议，可从提升人

才素质能力、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完善保障

激励措施等方面入手，吸引广大青年投身养

老服务业。应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建立基于

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健康薪酬

制度。通过优化岗位配置、健全人才使用机

制等方式，强化养老服务人才的使用管理，

持续为养老服务业注入新力量。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养老照护新职业涌现，专业人才缺口大

新华社北京8月 12日电（记者于文静）

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生态环境

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长江流域水生

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3 年）》。公

报指出，近年来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总体呈

现恢复向好态势，以十年禁渔为重点的长

江大保护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这是记者 12 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的消息。公报显示，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持

续恢复，2023 年长江干流监测点位单位捕

捞 量 均 值 为 2.1 千 克 ，比 2022 年 上 升

16.7％；重要支流监测点位单位捕捞量均

值为 2.3 千克，比 2022 年上升 64.3％。

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2023 年

长 江 流 域 监 测 到 土 著 鱼 类 227 种 ，比

2022 年增加 34 种；监测到国家重点保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14 种 ，比 2022 年 增 加 3

种，新监测到滇池金线鲃、细鳞裂腹鱼和

四川白甲鱼。

栖息生境总体稳定。2023 年长江干

支流水质评价总体为优，Ⅰ－Ⅲ类水质断

面占 98.5％，采砂和航道整治等涉渔工程

增量开发强度有所下降，但存量规模依然

较大。

受监测到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种类数仍相对较少、部分国家重点保

护物种水生野生动物数量偏少，少数江段

水体连通性较差、岸线硬化度较高等因素

制 约 ，相 关 水 域 水 生 生 物 完 整 性 指 数 偏

低，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和 沿 江 各 地 ，压 实 地 方 政 府 禁 渔 主 体 责

任，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保持执法高

压严管态势，加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强

化重要栖息地修复，加强外来物种防治，

多措并举保护修复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

长 江 流 域 水 生 生 物 资 源 总 体 恢 复 向 好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在山西 1400 余公里的长城沿线，矗立

着一座座军堡。数百年前，戍边将士在此

“安营扎寨”，如今这里是极具特色的民居

村落。近年来，山西开展“长城堡门守护行

动”，为长城人家带来新活力。

忻州市繁峙县内的茨沟营堡修筑于明

万历三年，为内长城重要城堡之一，现仅剩

东门。东门由三部分构成，底部为城台，城

台上建关帝阁三间，明天启三年又在阁前

增建三间献殿。如今关帝阁内墙壁上仍保

留着关公题材的精美壁画。茨沟营堡现为

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前 几 年 ，东 门 南 段 墙 体 部 分 砖 石 塌

落，关帝阁顶渗雨，壁画出现起甲、裂缝、

剥落等病害。“门楼墙都歪了。”村民高俊

伟回忆说。

如今，这些问题都已得到解决。2022

年至 2023 年，山西省文物局下拨文物保护

专项经费 188 万元，对茨沟营堡东门和壁

画进行全面保护修缮，堡门一改往昔破败

凋敝的景象。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副处长

张喜斌说，2020 年以来，山西省文物局开

展“长城堡门守护行动”，争取国家和省级

文物保护专项经费 1700 余万元，以最小干

预的原则对 15 座长城堡门进行了保护修缮。该守护行动在

改善民生的同时，也提高了村民保护长城的意识。

作为村民出入村庄的必经之地，一批堡门修缮完毕后，大

大方便了百姓生活。

“之前从门洞过又危险又不好走，小汽车还过不来，现在

孙子、外甥女逢年过节来看我，就能把车开到家门口了。”70

岁的杨杰说。他是朔州市平鲁区将军会村村民，明万历九年，

这里成为一座军堡，清顺治末年废军堡改为民堡。村里户籍

人口虽有 300 多人，但实际只有五六十个老人常住。交通不

便是造成空心化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堡门是村民出入将军会堡的唯一通道，堡门上方有砖

雕，还嵌着一块“安攘门”的石匾，寓意安宁与稳定。由于年久

失修，西堡门出现墙体裂缝、空鼓等病害。杨杰回忆说，村民

们为了防止石墙崩塌，搬来石头顶住空鼓部分，门洞下只能过

小型的三轮车，私家车和大车无法通行。一直到近年来文物

部门对西堡门、瓮城城门等进行抢险加固，正常交通才得以

恢复。

“堡门得到修缮，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支线即将修到村口，

村庄的交通条件正变得越来越好。”将军会村村委会主任牛桂

秉说。

长城堡门修缮是掷地有声的宣传，让越来越多村民认识

到长城不仅仅是“一道墙”。

“以前村民从堡墙上搬砖、铲土，现在再也没人干这事了，

甚至不再去攀爬夯土堡墙。”大同市新荣区助马堡村长城保护

员张振兴说，这种变化得益于近年来文物部门对助马堡两座

堡门的修缮保护。

助马堡是明长城山西段著名的屯兵官堡之一，四百余年

里饱受风雨侵蚀、战火侵袭，古老而苍凉。记者看到，助马堡

南门原有砖砌墙体经过剔补加固后，门洞上方大片砖雕得以

保存、工艺精湛。东门门洞上方及周边的夯土进行加固后，不

再往下“掉砖”。随着修缮工作的推进，热爱长城的情结在更

多村民心中产生。他们集资在村口立起简介碑，还建设了村

民俗馆。

张喜斌表示，通过“长城堡门守护行动”，一批濒临坍塌的

长城堡门得到保护修缮，既保障了村民出入安全，也营造了保

护文物、留存乡愁记忆的良好氛围；文物部门将根据各地实际

状况，加大对堡门的保护力度。 （新华社太原 8月 11日电）

长

城

堡

门

的

新

生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

8 月 12 日电（记 者 华洪立

杨丹谱）“和平团结－2024”

联 合 演 习 陆 上 方 向 演 练 11

日举行全流程、全要素实兵

实弹综合演练，中国和坦桑

尼亚两军官兵密切协同、一

体 作 战 ，演 练 达 到 预 期 效

果。演练结束后举行联合演

习结束仪式。

“和平团结－2024”联合

演习，区分陆上和海上两个方

向展开，旨在提升联合反恐行

动能力，深化军事互信和务实

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

陆上方向演练由中国和

坦桑尼亚两国参与，在坦桑

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的马坪

加综合训练中心举行，以“联

合反恐军事行动”为课题，围

绕联合筹划、多维侦察、突袭

营救、围剿抓捕、立体追击等

内容展开训练和行动。演练

期间穿插安排文化交流、医

疗服务等活动。

海上方向演练由中国和

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三国参

与，在非洲东部近海举行，以

“ 联 合 维 护 海 上 安 全 为 课

题”，组织海上联合巡逻、临

检拿捕、联合搜救、反恐反海

盗等课目演练，提升各方共

同处置海上特情和维护海上

安全的能力。

“和平团结－2024”联合演习举行联合实兵演练

新华社伊斯兰堡 8 月

12 日电（记者蒋超）巴基斯

坦苏吉吉纳里水电站首台机

组 12 日正式并网发电，标志

该项目向实现商业运行迈出

关键一步。

苏吉吉纳里水电站位于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

什图省曼塞赫拉地区的昆哈

河上，由中能建海外投资有

限 公 司投资建设，是中巴经

济走廊优先实施的重点项目，

也 是 该 公 司 的 总 公 司 ——

中 国 能 建 在 海 外 投 资 建 设

的最大水电站。

中能建海外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项目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何雄飞告诉新华

社记者，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后，苏吉吉纳里水电站开始

向当地输送清洁电能。项目

未来预计每年可向逾百万户

当地家庭提供经济实惠的清

洁电能，为巴基斯坦调整能

源结构、缓解供需矛盾、促进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苏吉吉纳里水电站项目

于 2017 年 1 月开工建设，总

装机容量达 884 兆瓦。投产

后，电站每年可为巴基斯坦

提供 32 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中巴经济走廊苏吉吉纳里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这是 8 月 12 日拍摄的黄河老牛湾风光。黄河老牛湾位于山西省和内蒙古交界处。黄河从峡谷内川流而过，两岸壁立千仞，河中碧波

荡漾，景色壮丽，吸引各地游人到此观赏。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记者刘诗平）记

者 12 日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黄河

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当日 8 时

流量为 1850 立方米每秒。通过实施黄河水量

统一调度，黄河实现自 1999 年以来连续 25 年

不断流。

1972 年至 1999 年的 28 年中，黄河有 22 年

发生断流。黄河断流直接影响了沿线地区生

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给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严峻挑战。

根据国务院授权，黄委自 1999 年正式实施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由国家统一分配水量，流

域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省（区）负责配水用水，用

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制，重要取水口和骨干

水库统一调度。

黄 委 统 计 显 示 ，25 年 来 ，黄 河 干 流 累 计

向流域及相关地区供水超过 5436 亿立方米，

有 效 支 撑 了 流 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生 态 环 境

保护。

黄河实现连续黄河实现连续 2525 年不断流年不断流

据新华社昆明 8 月 12 日电（记者伍晓阳

赵珮然）8 月 12 日是世界大象日。据国家林草

局亚洲象研究中心消息，近期，我国首次在云

南西双版纳将一头收容救助野象成功放归自

然。经过近三个月监测，野象“阿宝”回归自然

后基本适应了野外生活，健康状况良好。

2018 年 4 月，12 岁的阿宝闯入云南省普洱

市闹市区，在人员密集场所闲逛。为了保护人

象安全，当地对阿宝实行了麻醉活捕转移。

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阿宝

接受了多年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今年 4 月

14 日，工作人员对阿宝启动分离野化训练，切

断人为干预，让它在野化训练区内独立活动。

5 月 17 日 ，有 关 部 门 决 定 对 阿 宝 实 施 自 然 放

归，傍晚 6 点，工作人员打开野化训练区围栏

大门。10 分钟后，阿宝走出围栏大门，走向雨

林深处。

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主任王

斌介绍，阿宝放归野外后，多数时间活动在丛

林中，活动半径超过 20 公里，并未出现进入村

寨的情况，还曾尝试融入其他象群。

我国首次将收容救助野象成功放归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