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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与越南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15周年。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
伴，中越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
廊一圈”对接，用足互联互通便利条件，着力保
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不断提升经贸投资合
作水平，推动经贸关系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两
国人民福祉，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双边贸易快速发展

一大早，中越红河公路大桥上就排起了“长
龙”，一辆辆满载越南榴莲的货车缓缓驶向中越边
境云南段最大口岸——河口口岸。通关后，越南
榴莲便从这里开启进入中国市场的旅程。去年 7
月，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允许符合要求的越
南鲜食榴莲进入中国，越南榴莲对华出口迎来大
幅增长，给越南果农带来巨大商机。

从榴莲到火龙果、香蕉、红毛丹、西瓜等，
中越贸易的“果篮子”越做越大。越南农业与农
村发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越南
水果和蔬菜对华出口额达 27.5亿美元，同比增长
160%，占同期越南果蔬出口总额的 65%。中越双
方还同意推动两国更多优质农食产品互供出口。

近年来，中越双边贸易快速发展。双边贸易
额已从 2000 年的 24 亿多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349亿多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是越南最大贸易伙
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四
大贸易伙伴国。除农产品外，越南计算机、电子
产品及零部件对华出口也增幅明显。

通过一系列经贸平台，中越持续扩大合作共
赢的机遇。今年11月，越南作为主宾国之一参加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越南咖啡、榴莲、
大米、干果、手工艺品等商品进一步进入中国市
场。据统计，每届进博会，越南展台均吸引上万
名中外企业代表参观洽谈，越南参展商品在历届
进博会交易额达5000万美元以上。越南副总理陈
红河表示，进博会为包括越南在内的全球企业提
供了贸易、投资等多领域交流合作的机会。

今年 7 月，中国石家庄—越南河内国际货运
班列首发，全线运输距离2700多公里，每周开通

一班，使两国优质产品更加便捷地进入对方市
场；9 月，广西凭祥友谊关智慧口岸开工建设，
成为中越首个跨境智慧口岸项目，双方将合作建
设智能跨境货运专用通道，实现货物24小时全天
候智能通关；不久前，中越平孟—朔江口岸正式
恢复通关，中越东兴—芒街口岸北仑河二桥客运
功能启用，助力中越乃至中国和东盟实现更高水
平开放合作……

贸易畅通是中越经贸合作的一大亮点。中国
驻越南大使熊波表示：“未来，中越交通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会越来越高效。通过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确保贸易畅通，双方的‘软联通’也会进一步加强。”

投资合作成效显著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越投资力度明显加大，
在越吸引外资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中越投资合
作成效显著。今年 1—10 月，中国企业对越南全
行业直接投资达 17.6 亿美元，投资质量日益提
高，契合越南经济转型升级需求，高科技、信息
通信、新能源、绿色发展、电商物流等领域投资
明显上升，潜力巨大。

在越南首都河内，亮绿色的轻轨列车穿行在
高楼、民居之间，全程13公里仅需23分钟。由中
企总承包建设的河内轻轨二号线项目，不仅大大
节省当地居民出行时间，带来绿色环保出行体
验，还带动河内的经济发展。

越南北江省对华交往合作密切，中资企业在
当地投资项目达 171 个，许多中国光伏企业在北
江省建设了生产线。越南北江省委书记杨文泰表
示，中国是北江省最大外资来源国，中方投资对
北江省的发展意义重大。

去年 11 月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
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
同意，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数字经济
等领域交流合作，打造更多中越合作增长点。

熊波表示，中越正处在各自发展的关键阶段，中
方愿进一步加强中越经贸投资合作，深化产业产能
合作，推动双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基础设
施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越南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区域合作持续深化

走进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团结村中心站，各色
集装箱有序堆放，印有“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集
装箱十分醒目。龙门吊起降不停，转运卡车来往
穿梭，一列列国际班列从这里出发，经广西钦州
港东站，通过船舶转运至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

“近年来，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越南与中国贸易
不断扩大，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越南工贸部驻重
庆贸易促进办公室代表阮俊玉说。

近年来，中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
发挥地缘相近、产业互补优势，加快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对接，重点推进
互联互通等战略领域合作。在设施联通方面，两
国陆、海、空、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日趋完
善，铁路、公路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快规划推进。

越南总理范明政表示，越方重视与中方的
“同志加兄弟”友好关系，高度赞赏两国经贸合作
取得的成果，愿同中方加强“两廊一圈”和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动铁路互联互通合作，
提升边境口岸开放水平。他表示，希望越南凭借
地缘优势成为东盟与中国之间货物中转及供应链
的重要一环。

中越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世界贸易组
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加强协调联动。双方共
同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生效实施，携手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
设，在东亚、澜湄框架下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区域多边合作持续深化。

越南工贸部部长阮鸿延表示，越南将中国视
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愿同中方不断深化贸
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务实合作，持
续提升两国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表示，中越
经贸合作可以有效整合和利用两国比较优势和资
源禀赋，增强两国在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
的竞争力，同时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
和转型，形成更加紧密和高效的区域产业网络，
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

做 互 利 共 赢 的 好 伙 伴
——中越经贸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本报记者 龚 鸣 张远南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巍巍长城，犹如巨
龙，“俯首”探海，“摆尾”大漠，“跃身”崇
山峻岭，横跨万里山河，贯通千年文脉。

从“秦时明月”到“九边重镇”，从伟大
建筑工程到中华文明重要象征，远去了烽火狼
烟，古老长城变身国家文化公园。

“活”起来 挖掘长城遗产价值

外面天寒地冻，室内火热施工，河北省秦
皇岛市山海关区角山山麓，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河北段“一号工程”——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
馆，正加紧进行展陈作业。

“看，那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站在
一面巨型落地取景玻璃窗前，山海关中国长城
博物馆副馆长冯振指着远处被“请”进博物馆
来的角山长城说，“在这里，长城的巍峨雄姿
和角山的四季风景可尽收眼底。”

角山是明万里长城从海上起点老龙头，经
“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向北翻越的第一座山峰，
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山”之称。山海关中国长城
博物馆精心设计，把相邻的角山长城变成“馆
藏”最重要文物，为参观者创造别样观感体验。

让古老长城“活”起来讲述新故事。以国
家顶层设计为引领，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一体
化推进、高质量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将这
一规模宏大的线性文化遗产“串珠成链”。积
极创新长城遗产活态传承新方式和新场景，努
力让长城遗产可观、可感、可用。

八达岭长城作为万里长城的优秀代表，至

今累计接待中外游客逾 2 亿人次和 500 多位国
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北京市延庆区高质量推进
长城抢险保护和研究性保护，连续举办北京长
城文化节、八达岭长城高峰论坛、北京长城音
乐会等品牌活动，推动长城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在长城沿线省份，长城保护不再局限于过去
的抢险加固、保护修缮、安全防护的1.0版本，而
向着更加重视文化价值挖掘的2.0阶段迈进。长
城保护对象也不再仅仅是建筑遗迹，更是文化遗
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复合体。

“融”起来 激发长城文化力量

大境门，万里长城知名关口中唯一以
“门”命名的关隘，也是著名古商道“张库大
道”起点。

历史上，张家口曾是北方皮毛集散地，蒙古
高原等地的皮毛通过张库大道集中到此，而万里
茶道则经由大境门通达欧洲。2022年北京冬奥
会前夕，火炬在大境门传递，向全世界展示“大好
河山”，“长城脚下看冬奥”更是让长城大放异彩。

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为牵引，张家口
着力打造“张家口堡+大境门+张库大道”为一体
的“大好河山·张家口”文旅品牌。“我们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立足新消费、新需求、新体验，推
动传统观光休闲游向深度文化体验游转变。”张
家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段君慧说。

长城与黄河“握手”的山西省偏关县老牛
湾村，紧紧捧住长城、黄河两大“聚宝盆”。

“没搞旅游之前，村里年人均收入 1700 多元，
现在有两万多元。”村民吕成贵说，更重要的
是，靠着长城走上致富路后，村民们自发保护
长城的意识极大提高。

“聚”起来 弘扬长城时代精神

今天，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
中华儿女依然展现出巨大热情。社会各界踊跃
与政府部门、文保单位等互补互动，汇成强大
保护合力，共同守望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2022年底，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面向全
球征集文物展品，消息一经发布，社会各界人
士积极响应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博物馆建设。

弘扬长城精神，赓续文明根脉。长城沿线
各地充分发挥长城在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作
用，各方力量加快凝聚起来。

古北口长城抗战打响了北京地区抗击日寇
的第一枪。北京市密云区重修古北口长城抗战
七勇士纪念碑，对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进行
展陈提升。

红军长征曾与长城在宁夏固原市“相
遇”，“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情怀流传至
今。当地对乔家渠红军长征毛泽东宿营地旧址
进行修缮加固、原貌复原及布展，建成集红色
旅游、田园休闲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民俗风情园。

（据新华社石家庄12月11日电 记者王文
华、闫起磊、郭雅茹、张漫子、陈钟昊、许晋豫）

龙水湖景区位于重
庆市大足区，湖面面积
5300 多亩，蓄水量 1200
多万立方米，景区山水
掩映，幽静秀美。大足
区近年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采取栽种绿树、放
生鱼苗等生态保护措
施，在龙水湖景区建设
亲水平台、修建环湖漫
步道等，为群众提供休
闲锻炼、生态旅游的好
去处。图为龙水湖景区
全景。

瞿 波摄

沙海万里跨越 赓续千年不息
——长城文化传承发展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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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迪拜12月10日电（记者
罗晨、邰背平）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 公 约》第 二 十 八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28）举办期间，中国宣布牵头发起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实施倡议。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 9
日视频出席推动实施“昆蒙框架”下

“3030”目标高级别活动时，以《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身
份宣布牵头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议。

在去年 12 月召开的 《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
段会议上，中国作为主席国推动达成
了包括“昆蒙框架”在内的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揽子决定。其中，“3030”目
标对协同推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
气候变化、增强地球生命共同体气候
韧性具有重要作用。

黄润秋宣布，为了进一步凝聚各

方落实“昆蒙框架”的政治意愿，中
方正式牵头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
议，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应对生
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
战，共同推动 COP28 取得成功，共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昆蒙框架”实施倡议旨在打造
一个各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自愿参
与、体现政治意愿的合作平台，推动

“昆蒙框架”全面落实。中方作为《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主席国联合柬埔寨、加拿大、智利、哥
斯达黎加、刚果（金）、德国、马尔代夫
等缔约方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等国际组
织共同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议。
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气候债券
倡议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大自
然保护协会、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自
然基金会等合作伙伴已加入倡议。

中国宣布牵头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议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1日电（记
者秦华江、陆华东） 记者日前从江苏
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近年来，由于生
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太湖鱼类恢复明
显，水生生物多样性水平持续提高，观
测到的野生鸟种类和数量也在增加。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运用环境
DNA 技术初步统计，2023 年太湖湖
体检出鱼类 58 种，24 个测点平均鱼
类物种检出数达 23 种，较 2020 年单
点检出物种数实现“翻番”。“太湖三
白”中的白鱼在几乎所有测点均有检
出。全湖检出白鱼 3 种，为红鳍原
鲌、蒙古鲌、翘嘴鲌；检出银鱼 2

种，为太湖大银鱼和太湖新银鱼。
水生生物多样性水平提高。据初

步统计，太湖 2023 年监测到底栖动
物、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310余种，多
样性指数持续增加，较2020年增长约
0.5，处于良好水平。底栖动物中，螺、蚌
等清洁水体的指示物种数量显著增加。
重点保护物种中国淡水蛏的分布范围不
断恢复，全湖主要湖区均有检出。

此外，太湖观测到的野生鸟种类
和数量持续增加。2020 年，在东太
湖围网拆除区域调查记录到鸟类7目
19 科 32 种，2022 年调查记录到鸟类
11目30科56种。

太 湖 生 物 多 样 性 持 续 提 升

12月11日，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
路（马东铁）项目轨道工程启动仪式在马来西亚彭亨州首府关丹市举行。马
东铁全长600多公里，建成后有望带动马来西亚东海岸地区经济发展，改善
沿线地区互联互通水平。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许馨予摄 （新华社发）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
雪
后
的
北
京
银
装
素
裹
，
景
美
如
画
。
图
为
故
宫
角
楼
雪
景
。

宋
家
儒
摄
（
人
民
视
觉
）

全 国 高 铁 营 业 里 程 达 4.37 万 公 里
本报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严

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今年前 11 月，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407 亿元，同比
增长 7.4%，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超 15.55 万公里，
其中高铁4.37万公里。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11 月以来，国铁集团统筹建设资
源，加强施工组织，强化安全质量控
制，科学有序推进铁路建设，一批新
线陆续建成投产。济南至郑州高铁全
线贯通运营，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
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建成通
车，西部铁路建设跑出“加速度”。

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铁路、南昌
至景德镇至黄山高铁、成都至自贡至
宜宾高铁、汕头至汕尾高铁汕头南至
汕尾段、龙岩至龙川高铁龙岩至武平
段等在建项目取得重要进展，进入开
通倒计时阶段。同时，铁路部门加快
推动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延安至榆林
高铁、黄桶至百色铁路开工建设。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坚持主动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铁路基
础设施体系，突出提升路网整体功能和
效益，高质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充分
发挥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确保全
面完成年度国家铁路投资任务，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