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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为脆弱的地

区之一。非洲开展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有助

于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加民生福祉。从中

非共和国的光伏电站项目到埃塞俄比亚的风

力发电站项目，再到乌干达的水电站项目，中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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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

今，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中国对非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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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吉的夜晚从没这
么亮过”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当地人斯里特

开了一家小餐馆。3 年多来，他一直希望晚上

营业时间能长一些，如今终于梦想成真。“班

吉的夜晚从没这么亮过！”看着夜色中闪烁的

万家灯火，斯里特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曾历经多次动乱，中非共和国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电力供应系统遭到严重破

坏。全国仅 8%的人口有电可用，班吉的供电率

也只有 35%，且全天会出现多次停电。

2018 年 9 月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北 京 峰 会 期

间，中国与中非共和国就中国援建光伏电站

项目达成共识。这一项目被列为双边合作龙

头项目，也是中非共和国目前最大的民生工

程。项目包括新建 1 座 15 兆瓦太阳能光伏电

站、1 座 63 千伏升压站、1 套 5 兆瓦时储能系统

以及配套输变电线路。

今年 6 月 15 日，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

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援中非光伏电站项目——

萨卡伊光伏电站实现并网发电。得益于该项

目，现在班吉约 2/3 的家庭能用上电了，限电

时间也大为缩短。“以前，这个区域每天只供 6
小时电，现在供电时间超过 12 个小时，夜晚的

公共照明也亮了，我的生意好了不少。”为了

招徕更多顾客，斯里特计划给餐馆招牌加上

霓虹灯。

在建设过程中，光伏电站项目为当地创

造了 700 多个就业岗位。接线工格维特瑞一

家 5 口都在项目上工作，“现在，全家人生活

有 了 保 障 ，我 们 对 未 来 的 生 活 更 有 信 心

了”。伊维斯是项目上的一名木工，为自己

参加项目建设而自豪，“我家所在的地区之

前有时停电长达一个月，是光伏电站给我们

带来了光明。如今，我的孩子上了小学，他

的未来会更美好”。

中非共和国总理费利克斯·莫卢瓦对项

目并网发电表示祝贺：“感谢项目全体员工的

努力和付出。这一绿色项目是两国元首达成

的重要共识，也是中非和中国深化友好合作

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随 着 班 吉 的 发 展 ，未 来 用 电 量 还 将 增

加。为此，中方在升压站旁预留了约 3000 平

方米空地作为出线间隔，必要时可安装新的

输电网，进一步加大电力供应。

“学到中国清洁能源
的发展经验”

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州阿伊萨镇广袤的

戈壁上，巨大的白色风车随风转动。作为埃

塞俄比亚东部唯一的发电站项目，由中国东

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承建的阿伊萨

风力发电站项目，正在为当地发展持续注入

绿色动能。

回忆起 3 年多前第一台风力发电机成功

吊装时的场景，35 岁的埃塞籍安装工人尼古

斯芬达记忆犹新：“巨大的风轮被缓缓吊起，

先在空中翻转 90 度，然后继续向上提升，最后

与发电机精准对接。这就是中国技术！”

阿伊萨风力发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 120
兆瓦。自 2018 年 5 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已

累计完成 32 台（套）单机容量 2.5 兆瓦的风电

机组的安装调试，部分机组已并网发电。待

全部 48 台（套）风电机组投入使用后，每年预

计可提供 4.67 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为亚吉

铁路及沿线经济走廊、德雷达瓦工业园和邻

国吉布提提供稳定电力。

谈起在项目上的收获，尼古斯芬达对中

国同事充满感激。“中国师傅不厌其烦，一遍

又一遍地演示如何使用张紧器和液压扭矩扳

手拧紧螺栓，直到我完全学会并可以独立操

作。”此前，尼古斯芬达一直从事简单体力劳

动，“在项目上，我参加了技工培训，学习了理

论知识和吊装技术，以后再找工作也有一技

之长了。”

穆鲁肯是阿伊萨风力发电站项目的现场

经理。他在电力行业工作了 20 多年，有着丰

富的管理经验。他告诉记者，这是索马里州

的第一个风力发电站，将“有力改善供电质

量，提高电网电压的稳定性，尤其是在埃塞的

旱季大风季节，可以弥补水力发电的不足”。

“与中国合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发非

洲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非洲国家还能学到

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经验。”埃塞俄比亚亚的

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斯坦蒂诺斯表示，中国

在风电和水电等方面拥有先进设备和成熟技

术，埃塞和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合作潜力巨

大，意义深远。

“为保护生态付出了
极大努力”

在乌干达中西部的基里扬东戈地区，一座

300 多米宽的大坝巍然矗立在白尼罗河干流

上，滔滔河水穿过隧洞倾泻而下。今年 10 月，

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承

建的卡鲁玛水电站项目将实现第一台机组发

电。这座装机容量 60 万千瓦的水电站投入使

用后，将成为乌干达最大的发电设施。

乌干达是世界人均电力消费最低的国家

之一，全国只有 15%左右的人口使用国家电

网电力。卡鲁玛水电站项目并网发电后，乌

干达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2000 兆瓦，每年

发电量约 40.73 亿千瓦时，节约原煤约 131 万

吨。据乌干达政府估算，卡鲁玛水电站投产

后，乌干达电价有望降低 17.5％，能够让更多

人负担得起电费。

“卡鲁玛水电站采取径流引水发电，不用

移民，对生态环境破坏小。”中国电建驻乌干

达首席代表蒋晓东介绍，与其他电力设施相

比，水电站运行费用低，便于电力调峰，有利

于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综合效益。

距卡鲁玛水电站不远处，是乌干达穆奇

森瀑布国家公园。这片占地 3840 平方公里的

土地，是大象、水牛、长颈鹿、羚羊等多种野生

动物的家园。“水电站从前期设计到实际建

造，充分考虑了对环境敏感区的保护。”参与

项目建设的当地土木工程师肯尼思·基因吉

感叹。

基因吉举例说，为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影

响，项目在建设横穿国家公园的永久道路时，

特地设计了动物迁徙通道、便道。为减少对

生态的影响，项目将发电机组、大型变压器、

气体绝缘变电站控制设备等布置在地面以下

80 米深的洞室群内，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最大

程度地保留原有植被……

负责项目法务的当地律师托尼说：“卡鲁玛

水电站项目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严格遵守

乌干达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他特意提到，在

国家公园永久道路施工过程中，即便时间紧、任

务重，“项目组依然坚持先做环境评估，然后再

动工、修复，为保护生态付出了极大努力”。

近日，乌干达旅游局表示，计划将卡鲁

玛水电站打造为旅游目的地。旅游局负责

人莉莉说：“卡鲁玛水电站将为乌干达经济

发展增添更多生机活力，持续助推乌干达旅

游业蓬勃发展。”

（本报约翰内斯堡、开罗、北京电）

上图：位于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附近宾

博市的萨卡伊光伏电站远景。

陈 阳摄（中国能建天津电建供图）

下图：在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施工现场，

中乌双方工程师在讨论施工图纸。

孙 菁摄（中国电建供图）

迄今，中国对非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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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邹 松 沈小晓 闫韫明 俞懿春

“印尼与中国关系在两国元首引领下蓬勃发展，充满

活力和韧性，两国合作空间广阔。”印尼企业家协会亚太

地区主任洪培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洪培才曾多次陪同印尼领导人

访华。他表示，近 10 年来印尼中国关系进展顺利，政治

经 济 合 作 稳 步 提 升 。 不 久 前 ，印 度 尼 西 亚 总 统 佐 科·维

多 多 访 华 。 佐 科 总 统 是 北 京 冬 奥 会 后 中 方 接 待 的 首 位

外 国 元 首 ，充 分 体 现 了 双 方 对 发 展 两 国 关 系 的 高 度

重视。

近年来，中国成为印尼最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洪

培才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当前国际形势中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突出，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稳步发

展十分必要。中国是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的重要经济合

作 伙 伴 ，中 国 的 发 展 对 印 尼 经 济 的 带 动 作 用 十 分 明 显 ，

“印尼和中国在海上安全、渔业、人文、基础设施等领域有

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洪培才认为，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是两国人民的共

同心声和普遍期待。印尼和中国同为发展中大国，都曾在

历史上遭受西方列强的压迫，两国的历史与命运类似，发展

目标一致。“构建命运共同体契合印尼和中国的发展目标，

也指明了两国合作之路。”洪培才说。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的演讲中首倡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描绘合作共赢美好蓝图。洪培才表示，

印尼政府和企业都非常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动这

一倡议在印尼落地。

近年来，中国和印尼共同建设的雅万高铁、“区域综

合经济走廊”、“两国双园”等重大 合 作 项 目 不 断 取 得 新

进 展 ，标 志 着 两 国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合 作 走 向 深

入 ，结 出 更 多 硕 果 。 洪 培 才 举 例 说 ，在 印尼北苏拉威西

省，得益于中国企业的投资，青山工业园区拔地而起，园

区所在的莫罗瓦利县人均年收入从 2012年的不到 1000美元

增至如今的 3.6 万美元。“该工业园还助力印 尼 成 为 全 球

重 要 的 不 锈 钢 生 产 国 。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带 来 实 实 在 在

好处。”

今年 11 月，印尼将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

峰会。洪培才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团结力量，以应对全球共

同面临的经济、贫困和气候变化等挑战。“中国一直是多边

主义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希望印尼和中国加强合作，共同展

现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与担当，为推动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

慧，贡献亚洲力量。”

“共建‘一带一路’
带来实实在在好处”

本报记者 赵益普

在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阿尔泰山

山麓，长寿的西伯利亚松科植物屹立

于此。这些植物的树轮宽度对生长季

初期温度敏感，且对全球变暖背景下

温度变化的响应较为稳定，多年来记

录下了丰富的关于气候变迁的大自然

故事。

2015 年，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

漠气象研究所与哈萨克斯坦水文气象

局达成合作协议，就树木年轮、冰川和

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共同研究。“大家

都知道数年轮可以判断树木的年龄。

事实证明，树轮里藏着的秘密远比我

们想象的更多。”作为哈方负责人，哈

水文气象局水文部主任凯纳尔·波拉

托夫感触很深，“哈中研究人员一同去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山区进行实

地科考，中国同行们展现出极高的专

业素养。从树轮了解气候变化规律，

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保护自然，获益

匪浅。”

一次交流中，中方得知近年来阿

拉木图附近的冰川融化快、融雪提前，

气象灾害频发。但是当地缺乏冰川和

积雪监测数据，对区域的灾害预警能

力偏弱。参与科考的中国气象局乌鲁

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张瑞波向

哈方提出，可否利用树轮来重建上百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冰川和积雪变化，

为预估工作提供基础。带着这个问

题，中哈双方在哈东南部开展了大范

围的树轮采样。

事 实 证 明 ，利 用 树 木 年 轮 探 究

中 亚 过 去 和 现 在 气 候 变 化 规 律 ，对

中 亚 地 区 和 中 国 新 疆 的 水 资 源 管

理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以 及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至 关 重 要 。 在 科 考 中 ，中 哈 双 方

充 分 利 用 互 补 优 势 ，共 同 采 集 树 木

年 轮 样 本 ，由 哈 方 提 供 研 究 区 森 林

分 布 资 料 和 野 外 采 样 协 助 ，中 方 提

供 树 木 年 轮 数 据 分 析 结 果 及 重 建 的 历 史 气 候 变 化 序

列 。 张 瑞 波 告 诉 记 者 ，当 地 的 自 然 环 境 保 存 比 较 完 整 ，

能 采 集 到 长 龄 树 轮 样 本 ，对 中 哈 双 方 科 考 工 作 很 有 帮

助 。 过 去 几 百 年 哈 萨 克 斯 坦 冰 川 物 质 平 衡 重 建 研 究 领

域 几 乎 一 片 空 白 ，因 此 联 合 科 考 的 每 一 项 成 果“ 都 是 突

破性的”。

“哈中联合科考让我们认识到树轮是独一无二的数

据存储器。利用树轮恢复有关温度、降水及冰川变化历

史数据，甚至据此推断各地曾经出现过的自然现象，这一

研究令我们大开眼界。”波拉托夫感慨道，这些数据也可

以为当地政府未来制定防灾减灾政策、水资源管理及水

利设施设计等提供依据。

“受联合科考工作的启发，哈萨克斯坦开始关注树木

年代学。”哈农业部林业与农业研究所教授巴吉拉·迈苏

波娃举例说，按照中国科研工作者的树木年代学分析方

法，哈方正在系统研究雪岭云杉生长动态与气候变化之

间的关系。“树木年代学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未来，我们希望提出更多新项目，在本地区开展更加深入

的联合研究。”迈苏波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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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繁荣发展新时代■新时代中非合作R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一个中国

原则的核心内容，也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

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

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升级美台实质关系，严

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是改变台海现状的严

重挑衅行径。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是 对 台 海 现 状 的 清 晰 界

定，违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改变台海现

状。佩洛西窜台前后，美方一面自欺欺人地

谎称“对台湾的访问丝毫不违背美国长期奉

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声称“美国继续反对单

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一面肆无忌惮地诬称

“北京正试图通过武力来改变现状”“北京的

挑衅行为是其一直以来试图改变现状做法的

重大升级”。美方这些谬论完全是贼喊捉贼，

掩盖不了美方恶意改变台海现状的事实。

佩洛西窜台本身就是在蓄意破坏台海和

平稳定。在中美建交公报中，白纸黑字记录

着美方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佩

洛西作为美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不顾中方

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绝

不是什么非官方行为。佩洛西本人更是明目

张胆地发表声明，声称其是“官方访问”，公然

违背中美建交公报。佩洛西还不止一次公开

妄称中国台湾地区为“国家”。佩洛西种种错

误行径，向世人展示了正是佩洛西在蓄意改

变台海现状！

美方的纵容也是在蓄意改变台海现状。美

方颠倒黑白称“台湾 40多年来的现状改变来自

中国，而不是美国”。事实是，美方违背在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的承诺，在虚化、掏空、歪

曲一个中国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方发布

所谓新版“对台交往准则”，大幅放宽美台交往

限制，纵容放任美高官访台。美方还违背有关

“逐步减少对台售武、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

解决”的承诺，售台武器的规模和性能不断提

升，迄今总额超过 700亿美元，仅现政府任内就

已达 11 亿多美元。美方承诺“无意执行‘两个

中国’或‘一中一台’”，却公然助台拓展所谓“国

际空间”。美方种种言行不一，哪一个不是在蓄

意改变台海现状？

美国还伙同个别国家发表所谓声明，在

重申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对台湾的基本立

场没有改变的同时，在“一个中国政策”后面

加括号标注“在适用的情形下”，这是美方试

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又一铁证。近年来，美国

变换手法虚化、掏空、歪曲其一个中国政策，

“一中”政策的前缀、后注越来越长，其所谓

“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等被加了进

来。这些完全是美方单方面炮制的，中方从

一开始就不予承认并坚决反对。美方将国内

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无视并践踏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小动作不断，哪一个不是

在蓄意改变台海现状？

面对美方改变台海现状的挑衅行径和美

台加紧勾连的破坏举动，中方不得不采取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反制措施。中方一

系列反制措施坚定、有力、适度，军事演训公

开、透明、专业，符合国内法、国际法和国际惯

例，既是对肇事分子和挑衅者的严正震慑、对

“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有力惩

戒，也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有效维护，这是一

个真正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美方污蔑中

方正当、合理、合法的反制措施，恰恰暴露出

其破坏台海现状的真实企图。

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是保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

针，背弃一个中国原则是掀起台海惊涛骇浪

的罪魁祸首。美方应言行一致，将不支持“台

湾独立”、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的承诺落到实

处，立即停止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操弄任何阴

谋和伎俩。

究竟是谁在改变台海现状
——美方近期种种谬论充满强盗逻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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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操弄
任何阴谋和伎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