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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援助柬埔寨扫雷器材和人道主义物资交接暨中

柬扫雷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柬埔

寨国务大臣兼扫雷行动与受害者援助机构第一副主席李突表

示，此次柬中双方签署扫雷合作谅解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将进

一步推进两国在扫雷领域的务实合作，增强柬中铁杆友谊。相

信在中方的支持和帮助下，柬方扫雷行动将取得更大成效。

柬埔寨是全球地雷隐患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上世纪长达几

十年的战乱给柬埔寨境内遗留下 400万至 600万枚地雷和其他

未爆炸物，主要分布在柬埔寨与泰国、老挝接壤的边境省份。地

雷隐患给土地耕种、水源获取、道路建设等带来困难，阻碍了柬

埔寨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受到的危害最为严重。

过去 30 余年间，柬埔寨政府致力于清扫雷区，为人民提

供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一直将排雷视作优先事项，并确立了

到 2025 年实现全境无雷的目标。多年来，柬埔寨扫雷和受害

者援助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清扫雷区面积不断扩大，地雷受害

者人数逐年下降，扫雷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为助力柬埔寨实现全境无雷目标，中柬在扫雷领域进行

了全面深入合作。自 1999 年以来，中国通过举办扫雷培训

班、捐资、提供探扫雷器材以及派专家现场指导等方式多次向

柬埔寨提供扫雷援助。

柬埔寨王家军多国维和部队培训学校附近的雷场里，植

被茂密，灌木丛生。这片柬埔寨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雷区已

有几十年历史，情况复杂，危险程度极高。中国扫雷兵林榕昶

扒开灌木丛后，发现灌木根部下平躺着一枚炮弹弹头，连忙第

一时间向组长吴高健报告，并在组长指挥下对未爆弹进行标

记。这是去年 9 月中国扫雷兵在柬埔寨执行“纯净家园—

2023”多国联合扫雷行动的场景。这次行动中，中方任务分队

官兵累计清排出各类弹药残骸 3000 余枚，销毁各类未爆物 13
枚，圆满完成了任务。

去年，为期 3 个月的中国援助柬埔寨、老挝人道主义扫雷

培训班在陆军工程大学（南京）举办，40 名来自柬埔寨、老挝

的学员接受了培训。从理论知识到专项技能训练，从实爆作

业到雷场仿真训练，再加上学习运用雷场无人机勘察、机器人

排爆、激光排雷销毁等新技术手段，学员们受益颇深。“在华培

训的 3 个月里，中方教员扫雷技术扎实专业、讲授耐心细致，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来自柬埔寨的参训学员艾恩说。据了

解，截至目前，陆军工程大学已为柬埔寨、老挝两国开办 8 期

扫雷培训班，培养 300 余名专业技术人才。

中柬合作为国际扫雷事业贡献力量。2021 年至 2023 年，

作为东盟防长扩大会扫雷专家组共同主席国，中国和柬埔寨

携手 10 多个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特别是在“纯

净家园—2023”多国联合扫雷行动举行期间，专门开展了实地

联合扫雷、多国联合扫雷排爆训练，讨论修订了《东盟扫雷标

准作业程序（草案）》《联合指挥中心标准作业程序（草案）》，组

织了扫雷行动论坛等活动。

据介绍，中国已累计帮助柬方清扫雷区逾 100 平方公里，

发现（掘）地雷近 7.8 万枚，惠及超过 150 万当地民众。“我要感

谢中国的援助，我们村的地雷基本被清除，人们可以安全地过

日子了！”柬埔寨暹粒省克瓦村村民利萨雷德高兴地说。如

今，村子里除了一小片森林区域，其他地方可以安全地种植稻

谷，拖拉机也能安全作业。预计今年内克瓦村的扫雷工作将

全部完成。

柬埔寨扫雷行动中心规划与操作部主任拉博达纳表示，

中国对柬埔寨的扫雷援助意义重大，清理后的土地已用于农

业生产、居住、基础设施建设等。李突表示：“在柬埔寨努力实

现扫雷目标的过程中，中国方面给予很多支持和帮助，发挥了

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表示，扫雷合作是中柬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双方共同落实全球安

全倡议的生动体现。 （本报金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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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日前发布的数据，2023 年匈

牙利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

130 亿欧元，较 2022 年的 65
亿欧元翻了一番，创下历史

新高。其中，来自中国的直

接投资额达 76亿欧元，在匈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

比达到 58%，创造就业岗位超 1 万个，这也是继 2020 年后中

国再次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

匈牙利近年来多次修订更新《外国直接投资法案》，旨

在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匈政府为外国

企业在匈发展提供了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租金折扣等优惠

政策，效果显著。2023 年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共涉及 209 个

项目，创造超过 1.95 万个就业岗位，较 2022 年增长 20%，同

样创下新纪录。

从投资领域看，汽车、电子行业在吸引外资方面保持领

先地位，合计贡献了九成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和新增就

业岗位。塑料、包装、金属、化工等行业也吸引了大量外资。

从投资来源地看，亚洲国家和地区投资占匈牙利外国

直接投资总额的近 82%，带来了 67%的新增就业岗位。匈牙

利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伊斯特凡·朱表示，亚洲地区国家

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政府“向东开放”的政策取得初步

成效。匈牙利在 2010 年提出了“向东开放”政策，旨在进一

步促进欧亚经贸往来畅通。

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

国家，也是第一个设立人民

币清算行、发行人民币债券

“熊猫债”的中东欧国家，还

是第一个开设当地语言和

中文双语教学学校的欧洲

国家。匈牙利《欧亚杂志》

分析认为，匈牙利成熟的产

业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

及与中国长久的合作关系，为吸引中国投资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中匈两国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电动汽

车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升温。2023 年 12 月，比亚迪宣布将

在匈牙利赛格德市建设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地，该基地

将分阶段建设，预计为当地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据统计，

这是该国第六家中国汽车制造工厂，也是匈牙利史上最大

的投资项目之一。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表示，汽车制造是

当地支柱产业，吸引中国投资对匈牙利经济来说至关重要，

这有助于强化匈牙利在全球新能源汽车转型中的地位。

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额创新高
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占比达58%

本报记者 禹丽敏

埃及中央银行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埃及电力行业整体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目

前电力行业的总装机容量超过 5.9 万兆瓦。

埃及的电力供应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

等传统燃料，电力供应紧张。为满足不断增

长的电力需求，埃及更加重视利用太阳能、风

能 等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 根 据 埃 及“2030 愿

景”、埃及《2035 综合能源战略》和《国家气候

战 略 2050》规 划 ，埃 及 政 府 提 出 了 力 争 在

2035 年之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发电量

中占比达 42%的目标。

近年来，埃及出台多项政策措施，积极增

建新电厂、扩容旧电厂，推进电网系统数字化

转型，并根据已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引入

多项发展计划，鼓励太阳能、风能发电。这一

系列稳定电力供应的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2014 年至今，埃及通过实施多个升级改

造项目，新增了电压为 500 千伏、长度约为

4613 公里的电力线路。在配电网络领域，埃

及目前正在分阶段建立和发展配电网络控制

中心，以期覆盖境内所有地区。据了解，目前

埃及全国约有 1500 个农村地区在实施电网

改造建设，覆盖人口超 1700 万。

在南部阿斯旺省，由中国西电集团建设

的埃及阿斯旺本班太阳能电场联网工程，是

埃及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之一，也

是当地太阳能光伏发电场电力外送的枢纽

站。自 2021 年投运以来，工程有力保障了当

地新能源电力外送，满足了阿斯旺省和其他

南部地区的工业及居民用电需求。

埃及重视推进智能电网技术应用，努力提

升电网监控、管理和响应能力。2023年 11月，

埃及举办首届电力数字化大会，主题为“数字

繁荣，加速埃及电力智能化”。埃及电力和可

再生能源部部长穆罕默德·沙克尔表示，数字

化转型可进一步优化电力使用、降低生产成

本，是未来电能传输和分配的关键一步。

埃及积极推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电力互联项目，目标是交

换 3000 兆瓦电力，该项目预计将于 2026 年完工。此外，埃及与苏

丹联合电网已于 2020 年投入运营，电压为 220 千伏。二期正在筹

备中，计划将电压等级升至 500 千伏、输送容量增至 300 万千瓦。

埃及《金字塔报》网站刊文称，尽管埃及电力行业发展面临一

些挑战，但整体发展前景看好，目前电力行业吸引的私人投资呈现

正增长态势，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有望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这将帮助埃及进一步稳定电力供应。 （本报开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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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纯净家园—2023”

多国联合扫雷行动在柬埔寨举行。

上图：中方排爆手在安装起爆销

毁装置。

左图：中方帮助搜排出大量金属

信号源。

下图：中方作业手进行挖掘作业。

以上图片均为赵文环摄

新华社巴西利亚 1 月 22 日电 （记者卞卓丹）

巴西联邦政府 22 日在巴西利亚宣布启动“巴西新工

业”计划，正式迈向新工业化道路。

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启动仪式上表示，目前国

际市场竞争激烈，部分国家保护主义抬头，为提高巴

西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大投入促进巴西产品出口。

据悉，该计划由巴西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牵头

制订，设定未来十年的一系列发展目标，以扭转影

响巴西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

“巴西新工业”计划包含六项重点任务，分别是

建设保障粮食、营养和能源安全的可持续及数字化

的农业产业链；建设健康产业经济综合体；建设可

持续的基础设施、卫生设施、住房和交通；推动行业

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发展；推动事关国家主权和

国防的技术发展。

巴西副总统兼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阿尔克明

当 天 向 卢 拉 提 交 了 巴 西 2024 年 至 2026 年 行 动 计

划。计划显示，联邦政府将为“巴西新工业”计划提

供 3000 亿雷亚尔（1 美元约合 4.99 雷亚尔）融资。

巴西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由巴西联邦政府 20 个部委、巴西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以及代表民间社会、生产部门和劳动者

的 21 个实体机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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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龙宫”表面存在彗星尘埃冲撞痕迹

新华社东京 1月 23日电 （记者钱铮）日本研究人员日前报

告，通过对探测器“隼鸟 2”号从小行星“龙宫”带回地球的岩石样

本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龙宫”表面存在彗星尘埃冲撞留下的痕

迹。这项成果将有助于探索地球生命起源。

据日本东北大学、立命馆大学、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日前联合

发布的新闻公报介绍，小行星因为没有大气，太阳风和宇宙尘埃直

接降临小行星表面，可改变最表层物质的化学组成等特征。研究

小组借助电子显微镜观察来自“龙宫”的岩石样本，发现多处细小

的宇宙尘埃冲撞造成的尺度约 5 至 20 微米的熔融物。

分析显示，熔融物主要是硅酸盐玻璃，其中含细小的球形硫化

铁粒子和气泡。研究人员认为，彗星尘埃与小行星冲撞时，“龙宫”

的表面物质和尘埃都被加热到很高温度后融合到一起。“龙宫”岩

石样本主要成分——含水硅酸盐矿物中包含的水分被加热后变成

水蒸气。之后，“龙宫”表面物质和彗星尘埃的混合物急速冷却凝

固成玻璃，水蒸气的气泡就被封闭在玻璃中。

公报说，彗星形成于太阳系中远离地球的低温区域，其中包含

大量可能成为生命原材料的有机物。在本次发现的熔融物中有含

碳物质，这些含碳物质被认为是有机物的残余。

研究认为，彗星尘埃冲撞导致的熔融物形成于约 500 万年前，

当时“龙宫”小行星位于靠近地球的轨道上。从太阳系的遥远区域

飞到地球附近的彗星尘埃，不仅冲撞了小行星并造成其表面特征

的变化，还有可能给地球带来了生命形成所需的有机物材料。

相关成果已发表于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新真相行动”国际会议在古巴哈瓦那举行

本报哈瓦那 1月 23日电 （记者陈一鸣、彭敏）当地时间 1 月

21 日至 22 日，由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主办的“新真相行动”国际会

议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

亚斯—卡内尔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来自约 30 个国家的

60 多名媒体组织代表，围绕新闻界如何面对新媒体时代诸多挑

战，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反对虚假新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

流和讨论。人民日报代表团应邀参会。

1959年 1月，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号召世界各地 400
多名记者齐聚哈瓦那，通过真实的新闻报道破除围绕古巴革命的各

种不实之词，被称为“真相行动”。“新真相行动”国际会议旨在纪念

“真相行动”65周年，以及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成立 65周年。

欧盟委员会近期正式出台《欧洲风电行动计划》，旨在

普及风电、促进风电产业发展。该计划认为，欧洲风能资

源丰富，发展风力发电对于实现脱碳目标、保障电力供应

至关重要。海上风电是欧洲发展风电的重要领域。

根据欧洲议会 2023 年 9 月提出的目标，到 2030 年欧

盟国家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将达到 42.5%，大

规模提高风电装机容量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措施之

一。2022 年，风电占欧盟用电量的 16%，其中陆上风电占

风电装机容量的 92%，海上风电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欧洲国家已将发展海上风电列为一项重要目标。

去 年 4 月召开的第二届北海峰会通过了《奥斯坦德宣

言》，为环北海国家的海上风力发电制定了明确的目标：

2030 年前，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20 吉瓦，2050 年前

将提高至 300 吉瓦以上。

比利时十分重视发展海上风电。在北海区域，比利

时风电场的装机容量达 2.26 吉瓦。根据比利时政府设定

的目标，到 2030 年比利时在北海区域的风电装机容量将

达 6 吉瓦，到 2040 年将进一步扩大到 8 吉瓦。比利时还

计划于 2026 年在北海建造第一个能源岛，将各风电场连

接起来，并入整体电网，以便电力以更高的效率输送至大

陆。丹麦计划近期就新的海上风电项目进行招标，力争

到 2030 年将其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增加 5 倍。

欧洲是世界领先的风力发电地区之一，但发展海上

风电并非一帆风顺。据计算，为使欧盟到 2050 年海上风

电装机容量达 300 吉瓦，所需成本达 9000 亿美元。分析

认为，欧洲风电设备本身价格过高，且欧洲风电制造领域

急需大量熟练的技术人才，特别是在海上风电领域，熟练

的船舶操作员、重型起重机操作员等目前都处于短缺状

态，这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欧洲风电的发展。

（本报布鲁塞尔 1月 23日电）

欧盟国家推动海上风电发展
本报记者 牛瑞飞

英国遭本风暴季第十场大风暴袭击

据新华社伦敦 1月 23日电 （记者郭爽）英国 23 日遭受风暴

“乔斯琳”袭击，这是当前风暴季第十个抵达英国的大型风暴。

英国气象局 23 日说，“乔斯琳”已抵达英国，这个巨大的大西

洋低压系统已经影响到英国西部地区。该局警告说，“乔斯琳”将

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可能造成洪水危害，并对火车和汽车交通

等造成破坏。

英国风暴季的计算方式通常是从 9 月初到次年 8 月底。在当

前风暴季中，每个月都已出现至少一个被命名的大风暴，“乔斯琳”

是英国本季被命名的第十个风暴。本月 21 日，风暴“伊莎”席卷英

国，给多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导致铁路运营中断、航班延误或取

消，数以万计家庭断电，并造成至少 2 人死亡。

根据英国气象局记录，目前命名风暴数量最多的是 2015 年至

2016 年的风暴季，曾有 11 场大风暴袭击英国。专家指出，今年“乔

斯琳”的到来，比 2015 年至 2016 年风暴季的第十场大风暴提前了

一个月。这个风暴季很有可能将打破此前纪录，成为风暴最多的

风暴季。

雷丁大学气象学教授苏珊娜·格雷说，在冬季，英国经常会连

续遭受多场风暴，一些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将导致风暴更加频繁。

格雷还指出，厄尔尼诺现象是造成极端天气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