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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邱夏 刘品然 柳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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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月 1日电）

同 舟 共 济 山 海 间
—共建“一带一路”绘就国际合作新图景

（接 1版）

十一载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结出累

累硕果：

——我国成功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与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

基本形成，建成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

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

——我国与多边开发银行联合筹建多边开

发融资合作中心，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分别设

立 3500 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基本建立了多元、

稳定、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

——截至今年 9 月 底，我 国与 共建国家间

货物贸易额累计达到 160 万亿元。“经认证的经

营者”（AEO）互认协议签署数量和互认国家数

量均居全球第一，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显著提升……

11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20 分，重庆团结村中

心站。随着 X8083 次中欧班列（重庆—杜伊斯

堡）从 站 台 缓 缓 驶 出 ，中 欧 班 列 累 计 开 行 突 破

10 万列。

驰而不息，这支往返欧亚大陆的“钢铁驼队”

跨越新里程，搭建了沿线经贸合作新平台。如

今，中欧班列已通达 25 个欧洲国家的 227 个城

市以及 11 个亚洲国家的 100 余个城市，成为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

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

共建“一带一路”奏响了“硬联通”“软联通”

“心联通”的交响乐，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

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

的最大公约数，成为造福世界的“发展带”。

共促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

今年 10 月 26 日，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比什凯克的吉国立技术大学内，由浙江承建的吉

尔吉斯斯坦鲁班工坊正式揭牌。

鲁班工坊，是以中国古代杰出工匠鲁班命名

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平台，主要是帮助“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被称为“一带一

路”上的“技术驿站”。

共建鲁班工坊是习近平主席一直关心推动

的重要项目。2023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

中亚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说，“在中亚国家设

立更多鲁班工坊”。

2016 年，首个鲁班工坊——泰国鲁班工坊

启运。8 年多来，中国已在亚欧非三大洲合作建

成 30 余个鲁班工坊，学历教育累计培养学生近

万人，实施职业培训超过 3.1 万人次，架起了中外

人文交流的桥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日起，造福人民、

惠及民生，就是其不变的目标。11年来，一个个“小

而美”“惠而实”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落实落地：

2014 年 12 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位于塞尔

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泽蒙—博尔察大桥建成

通车，结束了近 70 年来贝尔格莱德市多瑙河上

仅有一座大桥的历史；

2021 年 12 月，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实

现了老挝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夙愿，让物流

运输变得快捷和成本可控；

2022 年 3 月，中国援建的特本克蒙中柬友谊

医院投入使用，改善了柬埔寨的医疗条件，降低

了当地居民看病花销；

2024 年 8 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瑙鲁艾沃港

码头升级改造项目反渗透泵房正式通水运营，更

好满足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用水需求……

一 条 条 公 路 铁 路 、一 座 座 学 校 医 院 建 成

启 用 ，一 个 个 民 生 实 事 项 目 加 快 推 进 ，帮 助 共

建 国 家 民 众 解 决 了 燃 眉 之 急 、改 善 了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带 来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

安全感。

发展的故事中，人永远是最活跃的主角。在

共建国家人民眼中，“一带一路”是越来越好的生

活，也是照亮前路的明灯。

斐济楠迪，中国—太平洋岛国菌草技术示范中

心内，巨菌草长势惊人，11月份一天能长5到8厘米。

2012 年，斐济农业和水道部楠迪推广官阿

特 勒 尼·乌 伊 纳 卡 洛 与 中 国 专 家 紧 密 合 作 ，将

菌 草 技 术 引 入 斐 济。“ 菌 草 不 仅 可 以 培 育 出 高

品 质 的 食 药 用 菌 ，还 可 作 为 优 质 饲 料 ，带 动 畜

牧 业 的 发 展 ，是 斐 济 人 民 脱 贫 致 富 的‘ 金 钥

匙’。”她说。

通过举办菌草技术培训班、建设菌草技术示

范基地等交流合作形式，如今，菌草项目已在 100

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在脱贫、就业、治沙、发电等领

域释放巨大潜力，成为造福世界的“幸福草”。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断，阐明了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文价值。

跨越大洋大陆，人民心心相印。教育、科学、

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鲁

班工坊、“光明行”和菌草等一批“小而美”亮点品

牌，促进了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了民生

福祉……这条惠及各国人民的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广。

携手谱写丝路时代新篇章

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在中国和秘鲁两国元

首的共同见证下，双方代表进一步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的合作规划。中秘将深化在基础设

施和物流、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的互

利合作。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越来越多的伙伴国家同中国双向奔赴，携手

开启合作新篇章。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

揭牌，正式启动秘书处工作；

9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

议宣布将启动专利加快审查试点、地理标志保护

和合作试点等一批新的务实合作项目；

10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发

布《“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4—

2029）》，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

作行动路径……

今年以来，各方合作不断深化，推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

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各

国迫切需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促进发展，共

建“一带一路”的意义愈发彰显、前景更加光明。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有决心，有诚

意，更有行动：

2023 年 10 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1 年多后，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其中，“携

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置于八项行动之首。

命运与共，逐梦同行。

这是愈加宽广的“合作之路”——我国将加

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丝路海

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

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

这是充满机遇的“发展之路”——我国将持

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

作，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支

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工作。

这 是 备 受 关 注 的“ 普 惠 之 路 ”—— 我 国 将

继 续 实 施 乡 村 减 贫 推 进 计 划 和 减 贫 示 范 合 作

技 术 援 助 项 目 ，预 计 到 2030 年 可 使 相 关 共 建

国 家 的 760 万 人 摆 脱 极 端 贫 困 、3200 万 人 摆

脱 中 度 贫 困 。 同 时 ，推 进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同

联 合 国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有 效 对 接 、协

同增效……

路在脚下，梦在前方。中国将携手世界，坚

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同绘

就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

（新华社北京 12月 1日电）

开 拓 造 福 各 国 、惠 及 世 界 的“ 幸 福 路 ”

这是近日在湖南省农业装备研究所东湖路试验田拍摄的秸秆收割打捆一体机（无人机照片）。近年来，湖南发挥本省工程机械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势，不断优化农机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作用，加速推动湖南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陈玉芬

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中方日前再次决定扩大免签

国家范围，自 11 月 30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北马其顿、马耳他、爱沙尼亚、拉脱

维亚、日本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

中国扩大免签的最新政策在欧洲多国受到广泛欢迎。

体现互信 方便往来

“免签政策体现了马中双方坚实的互信基础，将促进马中

旅游、商业和文化交流等联系。”马耳他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

恩·博奇发表声明，对中国最新免签政策表示欢迎，并评价这是

马中长期友好双边关系的又一里程碑。他说，免签政策为推动

双方深入合作和创造新的国际贸易机会进一步铺平道路。

9 月份刚访华的爱沙尼亚议会议员马尔特·马斯季克在社

交媒体上说，对华访问带来积极结果。“从今以后，（爱沙尼亚公

民）没有签证可以访问中国 30 天。”

11 月早些时候，中方已开始对斯洛伐克等 9 国试行免签政

策。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布拉纳尔表示，中国的免签政策不仅推

动旅游业发展，也是斯中深化商业合作的重要工具。斯洛伐克

商家与投资者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非常重视，免签政策有

助于加强斯中经贸关系。

斯洛文尼亚工商会执行董事玛丽亚娜·马耶里奇说，免签停

留期限从 15日延长到 30日，将加强双方经济联系。这一政策为

企业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便捷渠道，为发展合作提供更多机会。

同中国建立互免签证协议已逾 6 年的东欧国家波黑，对中

国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表示欢迎。波黑外国人事务局局长

扎尔科·拉凯塔表示，免签政策生效 6 年来，来波黑旅游的中国

游客呈稳定增长态势。

促进旅游 影响积极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今年第三季度，外国人入境

818.6 万人次，同比上升 48.8％；其中，通过免签入境 488.5 万

人次，同比上升 78.6％。

拉 脱 维 亚 一 家 旅 游 培 训 机 构 工 作 人 员 奥 克 萨 娜·克 里

韦诺克说：“免签将给我们的旅游业带来发展机会。很多拉

脱维亚人希望能去中国旅游，亲眼看看这个国家，这是许多

人的梦想。”

“我们预计将会有大量来自免签国家的团体赴中国旅行，我们对以中国

为目的地的旅游市场充满信心。”保加利亚波西米亚旅游有限公司负责人达

尼斯拉夫·伊利耶夫说，中国免签政策对旅游从业人员来说“是个好消息”。

克罗地亚日报网以“中国给克罗地亚公民带来好消息”为题报道了免签

消息。克罗地亚旅游研究所所长达米尔·克雷希奇说，对于克罗地亚旅游业

来说，中国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免签将激发克罗地亚游客到

中国旅游的兴趣，增加赴华游客数量。

阿列克萨·米特罗维奇在黑山的一家中资企业工作。他说，中国对黑山

免签可以让当地人去中国更加方便且停留时间更长，他的同事们都认为这

一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了解中国 爱上中国

百闻不如一见。中国积极推广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来，“中国旅

行”爆火出圈。

在保加利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推荐去中国旅行：“我必须告诉你，中国

的生活非常有序！在中国你会获得许多在欧洲想象不到的奇妙经历。”

“安全”是保加利亚新闻门户网站 NEWS.BG 推荐中国的关键词，网站

报道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免签政策为保加利亚民众

打开了大门，使得自发赴华旅游变得热门。

北马其顿媒体刊文说，中国是世界最迷人的目的地之一，以其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现代经济进步而闻名。

斯洛文尼亚《劳动报》刊登评论指出，人们仅仅在家里从电视上了解中

国是最大的错误，“免签及停留期限延长都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时

间，去了解一个全面的中国。”

不久前曾访问中国新疆的波黑塞族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营销总监安娜·沃

因诺维奇说：“我相信，中国扩大免签证政策将吸引更多外国朋友前往中国，

感受和体验真实的中国。现代中国正向世界敞开怀抱，一定会让大家惊叹。”

（新华社里加 11月 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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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日电（记

者黄垚）记者 1 日从中国气象局获

悉，南极中山国家大气本底站当天

正式业务运行。这是我国首个境外

大气本底站，也是第 9 个纳入业务

运行的大气本底站。

大气本底站观测温室气体和大

气臭氧等反应性气体、气溶胶、太阳

辐射等要素，其观测结果体现较大

尺度大气不直接受人为污染影响且

混合均匀后的平均状况。大气本底

站站址一般选择在远离人类活动和

污染源的地区，以最大限度“还原”

大气的本来面目。

目 前 ，我 国 共 有 青 海 瓦 里 关

等 9 个 大 气 本 底 站 。 同 时 ，位 于

环 渤 海 、四 川 盆 地 等 气 候 系 统 关

键 区 的 10 个 拟 新 增 大 气 本 底 站 ，

已 于 今 年 7 月 启 动 为 期 一 年 的 观

测试验。

南极中山国家大气本底站正式业务运行

新华社北京 11月 30日电（记者王思北）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30 日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

报告（2024）》。报告显示，截至 2024年 6月，我国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规模达 2.3 亿人。各

行各业正在积极拥抱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智

能化升级浪潮。

报告指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

展，产业规模和产品数量迅速增加，并逐渐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国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

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相关企业超过 4500 家，核心

产业规模已接近 6000 亿元人民币，产业链覆盖

芯片、算法、数据、平台、应用等上下游关键环节。

截至 2024年 7月，我国完成备案并上线、能为

公众提供服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已达

190多个，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和差异化

体验。各类人工智能产品正逐步走进人们的生

活，极大提高了用户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规模达2.3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