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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情

况，以“戈壁滩上的葡萄酒产业”为主题的“驻华使节

地方行”活动日前在宁夏举行。来自加纳、保加利

亚、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的驻华使节、外交官和外国

地方政府驻华机构代表走进贺兰山，走入风格各异

的葡萄酒庄，感受中国绿色发展的勃勃生机。

规模产业，惠民增收

每年 11 月，贺兰山酿酒葡萄种植区的数十万亩

葡萄树迎来“冬眠”——已经干枯的葡萄藤蔓被埋进

土里，以防冻伤，待到来年春天，再从土壤中重新挖

出，上架、绑扎。“这附近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的工

作都和葡萄相关。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在葡萄园打

理葡萄藤。”在一处葡萄园，务工的村民王利群向客

人们介绍。

宁夏有近 40年的葡萄酒酿造历史。葡萄酒产业

每年为当地农民提供工作岗位超过 13万个，农民收入

中约 1/3来自葡萄酒产业。

“葡萄酒产业帮助民众增加收入，效果很不错。”

走进一座酒庄的销售展示间，经过培训的当地村民

正通过手机直播带货，这一幕让保加利亚驻华大使

馆临时代办约尔达诺夫格外感兴趣。他表示，葡萄

酒行业的发展能有效提高从业者收入水平，提升民

众福祉。

近年来，宁夏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目前，仅宁

夏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就达 58.3 万亩，占

全国约 1/3，酒庄 228 家，年产葡萄酒约 1.3 亿瓶。当

地把葡萄酒产业作为一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商贸

物流、电子商务等深度融合。

如今，在黄河水的滋养、贺兰山的呵护下，葡萄

酒产业已成为宁夏的一张对外名片。加纳驻华大使

温弗雷德·哈蒙德表示，希望中国继续拓展国际市

场，让更多人品尝到中国产葡萄酒，也让这一产业带

来的红利能回馈更多民众。

绿色经济，促进生态

在宁夏银川市郊区的一座酒庄，由矿区废弃石头筑成的

酒庄建筑吸引了客人们驻足、拍照。让大家好奇的是，这样一

座酒庄竟然建在一片废弃矿坑之上。

这是宁夏依靠发展葡萄酒产业进一步筑牢生态屏

障的缩影。在葡萄园“深沟浅种”的种植方式和节水灌

溉技术助力下，当地 35 万亩荒滩变成了绿洲，曾经的

废弃矿坑变成了生态酒庄，葡萄园区变成了拦蓄工程，

实现了葡萄酒与生态修复、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有机融

合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是绿色经济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日本自治

体国际化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近松茂弘表示，中国把

荒凉的戈壁滩变成绿色宝地，还生产出优质葡萄酒，这

是绿色发展的奇迹。

此次宁夏行，外国客人们对中国经济绿色、蓬勃、

可持续发展有了更多直观感受，葡萄酒产业背后是天

更蓝、水更清的生态成就。

“中国对生态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温弗雷德·哈

蒙德表示，“作为一名生态学家和农业学家，我会把中

国经验带回加纳。如果有人想寻找绿色发展方面的投

资合作伙伴，我一定会推荐中国。矿坑治理，防沙治沙

的麦草方格，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这里有太多故

事值得向世界讲述。”

文旅融合，未来可期

随着葡萄酒产业的快速发展，葡萄酒庄成了游客

到访宁夏的必选之地。

“在贺兰山，每一座酒庄都如同一座宝藏值得探访。”

德国驻华大使馆食品和农业参赞邓菲表示，中国葡萄酒

产业的文旅融合做得很出色，成功的经验可供德国借鉴。

“希望通过组织有关葡萄酒鉴赏、旅游活动及召开

研讨会等形式，提高澳中两国消费者的认知和兴趣，为

两国葡萄酒行业的文旅融合打造共同的旅行路线。”澳

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樊思明表示。

以“绿”生“金”、文旅融合的发展方向，正指引着宁

夏葡萄酒产业走上更高效的发展道路。统计显示，目

前宁夏酒庄已有近半具备旅游接待功能，其中不乏 4A
级景区酒庄。在多个酒庄，旅游业带动的葡萄酒销售

额占销售总额一半以上。

“有的酒庄是中国园林式风格，有的将古代建筑风

格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有的是纯白色线性结构，有的

又与连绵起伏的贺兰山融为一体，真是各有特色、百看不厌。”

日本宫城县大连事务所所长小野光规表示，真想在这里多待

几天，进一步体验中国文旅融合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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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和中国虽然相距万里，但文化、教育、科创、农业、

旅游等各领域合作十分密切。

中国为促进新西兰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新西兰

国家统计局今年 6 月公布的第一季度国际贸易数据显示，中

国是新西兰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目的地。6 月底，新西兰合

作伙伴关系和产品发布会在上海举行，10 余家新西兰企业

与 中 国 合 作 伙 伴 签 署 了 一 系 列 合 作 协 议 ，涵 盖 乳 制 品 、肉

类、水果等进出口贸易及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这充分

表明新西兰商界重视加强与中国市场的联系、不断深化对

华商业合作。

新西兰和中国同属太平洋地区国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方面有着相近的目标。新中双方可以保持沟通，共同帮助

太平洋岛国发展。2022 年初，汤加火山爆发并引发海啸等严

重灾害。中国在一个月内多次对汤加施援，给予的援助十分

及时。新西兰也在积极助力太平洋岛国发展。据统计，新西

兰对外援助的近 60%提供给太平洋岛国。

太平洋岛国周边海域自然资源丰富，但远离国际市场、交

通基础设施落后、融资渠道缺乏，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太平洋

岛国也面临海平面不断上升、一些地区土壤盐碱化加剧等问

题。新中两国可以携手帮助太平洋岛国应对这些挑战，共同

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教育

和培训、社区配套服务等领域的发展作出努力。我所接触的

太平洋岛国人士都认为，中国乐于为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提供帮助。未来，促进太平洋岛国可持续发展是新

中合作的重要机遇。

新西兰前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今年 6 月成功访问中国，

这是 2019 年以来新西兰总理首次访华。他在北京大学演讲

时用斑尾塍鹬和红腹滨鹬两种候鸟的万里迁徙比喻两国的人

文交流。远渡重洋的新中两国人民，无论是企业家、学生还是

游客，都是促进新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纽带。新中达

成了诸多合作共识，进一步巩固了双方深厚而持久的联系，为

双方开拓了更多合作机遇。期待两国朝着新的合作目标不断

努力，携手创造太平洋地区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是新中合作的重要机遇
克里斯·利普斯科姆

新华社巴拿马城 12月 1日电 （记者陈昊佺）圣多明各消

息：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明

祥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多米尼加，分别会见多众议长帕切科及

多现代革命党、解放党、革命党、人民力量党、左派团结运动主

要领导人，广泛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

就推动中多关系、政党交往等深入交流。

多方均表示，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学习中共治国理政经

验，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中共代表团访问多米尼加

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邀请，洪都拉斯国会主席雷东多将于 12月 4日至 9日率团访华。

洪都拉斯国会主席将访华

■国际论坛R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中国角”日前开馆。大会期间，“中国角”将举行 9 个边会主

题日，举办 100 多场活动。图为 COP28 主席苏尔坦·贾比尔参观“中国角”。 本报记者 任皓宇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国际

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机会。”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普坦·威乍耶猜近日在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通过进博会，国际社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中

国经济向好发展的势头。

在进博会现场，威乍耶猜同多国政要进行了深入交流。

“大家都认为，中国搭建这样一个促进各国平等交流、助力全

球互联互通的开放平台具有重要意义。大家也感受到中国与

世界加强联系的强烈意愿，深切体会到中国的包容大度和与

世界同行的美好意愿。”

第六届进博会吸引了 20 家泰国企业参展。“在泰国馆展

区，我看到榴莲、山竹、柚子等水果广受欢迎，其他食品和调

味品也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中国广阔的市场为泰中贸易

往来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威乍耶猜表示，中国始终致力

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降低关税、简化进出

口流程、提高通关效率等一系列措施，助力两国扩大互利共

赢。“中国是世界共享机遇的大市场。进博会的成功举办，

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威乍耶猜说，

中国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各国企业提供商机，促进合作成果

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

威乍耶猜认为，中国经济活力的背后是科技创新发展。

中国的科技创新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也推动

了全球科技创新。访华期间，他参观了中国一些高科技企业，

对其中一家无人驾驶物流车生产企业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

应用自主研发的卫星定位系统，企业可以对车辆进行精确导

航，这很了不起。”威乍耶猜表示，泰国物流产业发展迅速，迫

切需要进行智能化升级，“希望泰国尽快引进这类设备，提高

物流效率，节省人力成本”。

“访华期间，我还同来自中国云南、黑龙江等省份的代

表进行了交流。他们提议通过建立更多友好城市来加强经

贸 纽 带 ，我 认 为 这 非 常 具 有 建 设 性 ，有 助 于 促 进 双 方 在 文

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巩固泰中人民友好。”威

乍耶猜认为，泰中两国可以通过建设更加高效的合作平台、

实施更优惠的双边经贸政策等，推动两国企业务实合作，促

进双方共同发展。

威乍耶猜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带来

更多发展机遇。作为泰中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泰

国首条标准轨高速铁路，泰中铁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通车

后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此外，泰国还

在加快推进最大深水港廉差邦港口的三期项目建设。“我相

信‘泰国 4.0’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将不断提升

泰国基础设施水平，为泰中两国贸易投资合作和人员交流

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为东盟地区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带来

更多利好。” （本报曼谷电）

“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
本报记者 白元琪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第 二 十 八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28）近日在阿联酋迪拜开幕。“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应

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中方主张和行动得到各方高度

肯定。”约旦侯赛因·本·塔拉勒大学教授哈桑·达贾在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国际社

会应当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应对。

达贾表示，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致力于推动实

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积极努力符合自身高质量发展需求，对促进世界可持

续发展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方宣布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达贾说：“这是雄心勃勃且具有约束力的目标，充分表明‘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承诺真诚而坚定。”

达贾表示，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将应对

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表明中国从发展全局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中国采取一系列行动，比如加强环保监督，大力推广可

再生能源，努力提高包括工业和交通领域在内的各行业能源

效率，全力打造绿色基础设施等，取得积极成效。

达贾表示，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

到 2020 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

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然而，这一承诺至今没有兑现。气候资金是应对气候变化和

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广大发展中国家急需

这些资金来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及适应项目，包括开发清洁能

源、提高能源效率、加强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教育和提

高气候意识、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等。发达国家必须履行承

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财政和技术支持。各方应加强国

际合作，有效配置资源，帮助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国家实现

可持续发展和减少碳排放。“这一议题仍然是气候变化国际谈

判的重要内容，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

达贾表示，中国经济规模大，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克服一

系列挑战。但中国重信守诺，把应对气候变化转化为推动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中国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为完

善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期

待在中方引领和推动下，各方共同努力，把更多气候目标转化

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行动。

（本报迪拜 12月 2日电，实习生闫梦参与采写）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真诚而坚定”
本报记者 管克江

新西兰和中国同属太平洋地区国家，
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相近的目
标。促进太平洋岛国可持续发展是新中合
作的重要机遇

尊敬的迪亚斯—卡内尔主席，

尊敬的各位同事，

很高兴作为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77
国集团和中国”气候变化领导

人峰会。在《巴黎协定》首次

全 球 盘 点 的 历 史 时 刻 ，77 国

集团主席国古巴倡议举办这

次峰会，意义重大。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路同行。

习近平主席强调，“77 国集团和中国”是

发展中国家重要合作平台。这些年，中国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承担自

身国际义务的同时，努力为发展中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帮助。我们扎实推

进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

一路”建设，累计安排应对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专项资金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受

到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

各位同事！

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依然任重道远，

“77 国集团和中国”理应进一步发出共

同声音，维护共同权益。

——我们要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

强化绿色转型发展战略对接，加强互帮

互 助 ，探 索 发 展 和 保 护 相 协 同 的 新 路

径 ，坚 决 维 护 发 展 中 国 家 正 当 发 展 权

益，争取合理发展空间。

——我们要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坚

定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

其《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和原则，反对

任何打着绿色旗号的单边主义和霸凌

手段，反对技术封锁、贸易壁

垒和“脱钩断链”。

——我们要共同促进公

平 正 义 ，敦 促 发 达 国 家 履 行

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支持的承诺和义务，推动落

实气候资金、形成全球适应目

标框架等取得实质性进展，充

分发挥新建立的损失与损害基金作用。

中国愿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风雨同舟、

密切合作，携手迈向绿色低碳的美好未来。

谢谢大家！

（新华社迪拜 12月 2日电）

丁薛祥在“77国集团和中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上的致辞
（2023年 12月 2日，阿联酋迪拜）

本报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 者戴楷然）就 经 济 合 作 与

发展组织发布报告调高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 1 日应询表示，近期多家国际组织和金融

机构均调高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深耕中国市场成为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欢迎各国工商界朋友继续投资

中国、深耕中国，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带来的

新机遇。

“ 我 们 注 意 到 ，近 期 多 家 国 际 组 织 和 金 融 机 构 均 调 高

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汪文斌说，除了经合组织外，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将 今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上 调 至

5.4%。摩根大通、高盛、花旗、瑞银、德意志银行、澳新银行

等 多 家 金 融 机 构 也 纷 纷 将 今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上 调 至

5%到 5.5%之间。

外交部发言人—

欢迎各国工商界朋友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上接第一版）

丁薛祥强调，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依然任重道远，“77 国

集 团 和 中 国 ”理 应 进 一 步 发 出 共 同 声 音 ，维 护 共 同 权 益 。

要 共 同 推 动 可 持 续 发 展 ，强 化 绿 色 转 型 发 展 战 略 对 接 ，加

强 互 帮 互 助 ，探 索 发 展 和 保 护 相 协 同 的 新 路 径 ；共 同 捍 卫

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

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和原则；共同促进公平正义，推动落实

气 候 资 金 、形 成 全 球 适 应 目 标 框 架 等 取 得 实 质 性 进 展 ，充

分 发 挥 新 建 立 的 损 失 与 损 害 基 金 作 用 。 中 国 愿 与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风 雨 同 舟 、密 切 合 作 ，携 手 迈 向 绿 色 低 碳 的 美 好

未来。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巴西总统卢拉、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等在峰会上发表致辞。

当天，丁薛祥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进行了简短交谈，并

会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主席、阿联酋气候变化事务

特 使 苏 尔 坦 ，美 国 比 尔 及 梅 琳 达·盖 茨 基 金 会 联 席 主 席 比

尔·盖茨。

会见苏尔坦时，丁薛祥祝贺阿联酋此次办会取得丰硕成

果。他表示，中国与阿联酋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分别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公约的主席国，双方要加强沟通协

调，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苏尔坦表示，感谢中方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的大力支

持，赞赏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所作重要贡献，期待中国在应

对气变国际合作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会见盖茨时，丁薛祥表示，中美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

参与方，双方共同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生效，近日达成

《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受到国际社

会广泛赞誉。中方愿同盖茨基金会加强合作，为全球绿色转

型、全球发展事业作出更多贡献。盖茨表示，愿同中方在应对

气候变化、农业、健康卫生等领域开展更加紧密合作，提升研

发创新能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丁薛祥来到中国代表团在会场设立的“中国角”，参观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展览，与工作人员互动交流，勉励

大家充分运用新媒体等方式宣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举

措和显著成效，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国际合作。“中国角”于

11 月 30 日开馆，将持续 11 天，举办 100 多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