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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开拓造福开拓造福各国各国、、惠及世界的惠及世界的““幸福路幸福路””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新跨越新发展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
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1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转化为行
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成为世界上范围最
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

古丝绸之路正焕发新的生机。中国与各方携手同行，推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筑就通向美好未来的阳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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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电

携手谱写丝路时代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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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促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

造福世界的“发展带”

“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
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

2023年 10月 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开幕式上，深刻阐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

伟大的思想，凝结着历史的智慧，启示着未来的方向。
从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

作蓝图，到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从倡导开放、绿色、廉洁理念，
到提出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习近平主席为各方携手推
进这项开创性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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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1月15日，第10万列中欧班列—X8083
次中欧班列（重庆-杜伊斯堡）在重庆团结村站准备
发车（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2024年9月20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的第八
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来自伊朗的参展商（前
左一）向观众介绍产品。 新华社发

2024年2月1日，在陕西西安，消费者在“中
欧班列（西安）进口商品年货节”上挑选哈萨克
斯坦粮油产品。 新华社发

2023年11月29日，装运铁矿石的海铁联运班列经过福建莆田湄洲湾港罗屿作业区附近的一座桥梁（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