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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
版）》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 2013 年 9 月
至2023年11月期间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
文稿78篇。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
于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开创性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

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
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得到国际社会
特别是共建国家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
度、发展阶段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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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
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了共建国家的互利共赢，不
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
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

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
辑，走的是人间正道。习近平同志对共建“一带
一路”的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进行
深刻阐述，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扎
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现世界各
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
同发展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主要
篇目介绍见第二版）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出版发行

发展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发展
中国家的第一要务，也是人类社会永恒主题。近
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全球发展事业面临严峻
挑战，发展鸿沟加剧。今年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中期评估年。目前，多数可持续发
展目标落实缓慢、令人担忧。

“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让全世界聚
焦发展，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助力。”8 月
2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领导人
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总结中国 2021 年 9 月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以来支持全球发展取得的积极成
效，进一步提振了全球发展信心。

全球发展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
的重要公共产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
发展领域的重要实践。两年多来，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合作路径更加明确，八大重
点领域合作有序推进，取得多项早期收获。100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70 多个国
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中方同20多个
国家和国际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200多个合
作项目开花结果……一条条促进共同发展的“快
车道”正在全球铺开。

一株幸福草，扎根南太平洋岛国

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第三大城市楠迪市靠近国
际日期变更线。上午8时，斐济农业部勒嘎勒嘎农
业研究站站长苏菲瓦纳·赫新准时来到办公室。

“我可能是世界上每天最早工作的人之一。”赫
新对记者说。距离她的办公室不远，就是中国援斐
济菌草技术示范中心，也是目前太平洋地区规模最
大的菌草技术示范基地。该项目2014年落地，中国
专家团队来自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勒嘎勒嘎农业研究站是当地合作方。

探访维提拉·乌尼瓦卡家是赫新这天的重要行
程。49岁的乌尼瓦卡住在楠迪市南郊约 20公里处
名为“沉睡巨人”的山脚下，孤身一人还患有腿
疾，是示范中心重点扶持的农户。赫新和3位中国
专家这次专程来指导乌尼瓦卡种植巨菌草和收获
菌草平菇。

南半球的夏日，阳光正烈。赫新与中国专家
顶着太阳，详细指导乌尼瓦卡种植巨菌草。在田
地另一侧的树荫里，5天前种下的菌袋上已开出大
朵菌草菇。这是乌尼瓦卡即将收获的第一批菌
菇。得知自己种出的蘑菇即将进入超市，乌尼瓦
卡非常兴奋，与大家一一拥抱。“中国专家攻克种
种技术难题，改写了斐济没有食用菌的历史。是
中国专家手把手教会了我菌草种植技术，我是在
用行动感谢中国送来‘幸福草’！”赫新说。

一株株菌草，孕育出千百万菌菇，结出共同发
展的累累果实。截至目前，中国援斐济菌草技术示
范中心共培训技术人员2300多人次，推广菌草菇种
植农户700多户，种植菌草500多公顷，发展应用菌
草养殖畜禽的农户 1000 多户。斐济农业部部长瓦
蒂米·拉亚卢表示，菌草能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保障
粮食安全，已成为传统种植业的重要补充。

菌草技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倡导、亲自推
动，惠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发展合作项目，
是中国将自身脱贫经验应用于全球减贫和可持续
发展的成功实践。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今年3
月，依托援斐济菌草技术示范中心，中国—太平

洋岛国菌草技术示范中心在斐济正式启用，面向
太平洋岛国推广菌草技术，助力岛国改善民生。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在太平洋岛国，仅菌草项目就为数万个家
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为这些国家带来了
实现稳定发展的希望。”赫新表示。

共享发展是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路径。截至
目前，中方就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宣布的 32项务实
举措中，已有一半实施完成或取得早期成果。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是一种

“宝贵贡献”，有利于应对共同挑战，加速向更可
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未来迈进。

一片生态林，守护蒙古国戈壁滩

在蒙古国戈壁苏木贝尔省苏木贝尔县北郊，
一望无垠的荒漠草原上，一片绿意分外醒目。“这
片绿色是我们的心血和希望！”看到树苗盎然生
长，苏木贝尔县林业队负责人达西策登感慨道。

一大早，达西策登就驱车来到这里。他仔细
查看树苗生长情况，测量记录树苗株高和地径等
基本参数。“能有如今这片绿色，还得追溯到2019

年。”达西策登说。那一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李生宇主持“中蒙草
场荒漠化防治技术合作研究与示范”项目，带领
中方团队在蒙古国开展土壤、水文、植被调研，
最终选定在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戈壁苏木贝尔
省建立示范区。“荒漠化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谈起在示范区内引进新树种、示范植树技
术、布设气象风沙观测仪器、定期采集数据的忙
碌生活，李生宇兴致勃勃：“生态问题是关乎生存
的问题，与发展息息相关。”

沙枣、柽柳、文冠果、丝棉木、梭梭、长柄
扁桃……达西策登对示范区种植的树种如数家
珍。“这个研究项目进行 4年多了，中方专家带来
了乔木和灌木等十几个树种，通过观察来比较哪
些树种更适合在荒漠草原地区生长。”在示范区，
达西策登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赶上中方专家前
来指导，他们会一起讨论、研究更长时间。

加强荒漠化防治合作是中蒙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重要共识。2022年 11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
行国事访问的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举行会谈时
表示，中方赞赏蒙方“种植十亿棵树”计划，愿
同蒙方探讨设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今年9
月，中蒙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署关于支持蒙古国

“种植十亿棵树”计划暨开展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
的框架协议，挂牌成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
心。中国还计划为蒙方举办 10期沙漠改造治理培
训项目，首期培训班已在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完
成，来自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旅游部、林业局等部
门的30名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培训。

“我此前到中国参加了荒漠化防治相关培训。
今年9月，我又去中国甘肃参加了沙漠改造治理培
训班。”达西策登说，通过聆听课堂讲座、参加讨
论交流及参观考察等，他的中国之行收获满满。

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和蒙古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推进荒漠化
防治合作，分享中国荒漠化防治理念与实践经
验，携手促进绿色发展。呼日勒苏赫总统表示，
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对于促进全球
平等和可持续发展、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从与国际竹藤组织

联合发布 《“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2023—
2030）》到发起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从携手
发展中国家积极建设太阳能、风能、水电等可再生
能源项目到分享绿色发展经验，中国通过一系列务
实举措为促进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个新工坊，助力吉布提工业梦

“对不少吉布提人来说，亚吉铁路就像一条通往
梦想的铁路，能够成为这个梦想的一部分，我感到极
为荣幸。”一大早，在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的纳加德
火车站，23岁的奥斯曼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

奥斯曼从小就住在铁道边，小时候最大的梦
想是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2019 年，由中吉双方
共同建设的吉布提鲁班工坊揭牌成立，奥斯曼成
为首批学员。在鲁班工坊学习4年后，他入职亚吉
铁路运营管理团队，成为一名工程师。“我的梦想
成真了。”

为亚吉铁路运营管理培养人才，是吉布提鲁
班工坊设立的初衷。这里开设的铁道交通运营管

理、铁道工程技术、商贸、物流 4个专业全部被纳入
吉布提国民教育体系，开创了吉布提高等职业教育
的先河，填补了吉布提铁道类专业的空白。

学习期间，奥斯曼常到纳加德火车站的校外
实训基地接受培训。“我现在依然记得第一次登上
亚吉铁路列车时激动的心情。”奥斯曼说。学习、
工作之余，他定期在位于吉布提工商学校内的孔
子课堂学习中文，如今已能用中文进行简单对
话。“鲁班工坊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奥斯曼
说，“如果有机会，我希望今后能去中国继续深
造，进一步学习中国先进的铁路技术。”

“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是习近平主席在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八大行动”中
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在非洲设立的首个
鲁班工坊，吉布提鲁班工坊采取学历教育与职业
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
以渔”。截至目前，已培养学生 148人，培训吉方
师资235人次，培训本土化员工3000余人次。“因
为鲁班工坊，吉布提的青年很幸福。”吉布提总统
盖莱表示。

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正帮助发展中
国家解决工业化人才需求和能力建设问题。截至
目前，中国政府已立项安排 1000 期人力资源开发
合作项目，提供 2 万个培训名额，基本覆盖全部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国家。
“发展中国家应探索相关机制和举措促进本国

生产和科技进步，推动可持续发展。中国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与此相契合，吉布提热烈欢迎全球
发展倡议等中方倡议，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加强合
作。”吉布提总理卡米勒表示。

一座图书馆，成为人们求知的殿堂

“图书馆人气太旺了，我一天都忙得脚不沾
地。”讲解工作间隙，萨尔瓦多国家图书馆工作人
员赫尔松·阿玛亚对记者说，“图书馆试运营两周
来，已有约8万民众进馆体验，很多人排队1个多
小时才能进来。”

（下转第三版）

铺设促进全球发展的“快车道”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王立
彬） 年末岁尾，玉米等秋粮全面进入
收购高峰期。截至目前，主产区各类
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过1亿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公
布最新数据显示，秋粮上市以来，
各类粮食企业积极入市收购，市场
购销活跃，价格保持基本平稳。目
前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
粮超过 1 亿吨，收购进度过半。分
区域看，东北地区收购进度在四成
左右，华北地区五成左右，南方地
区已接近尾声。

据悉，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

益，国家有关部门及时批复在黑龙
江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
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黑龙江当地
已安排收购库点200多个、仓容800
多万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

针对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雨雪
天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求
各地积极稳妥抓好秋粮收购，指导
农户科学储粮，合理利用烘干能
力，充分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
用，帮助农户减损增收，优化收购
现场服务，加大预约收购力度，切
实满足农民售粮需要，让农民卖

“暖心粮”“舒心粮”。

全国秋粮收购超1亿吨

本报北京电 常泰长江大桥工
程建设日前取得重要进展，位于江
苏省泰州市泰兴侧的天星洲专用航
道桥顺利合龙。这座航道桥主跨
388米，为公铁两用钢桁拱桥。

常 泰 长 江 大 桥 是 集 高 速 公
路、城际铁路和普通公路为一体
的过江通道，连接江苏常州与泰
州两市。为满足沿线港口、码头运

输专用航道通行需求，大桥除主跨
1208 米的主航道桥外，分别在泰兴
天星洲和常州录安洲设置了专用
航道桥，配合主航道桥共同服务长
江黄金水道。大桥建成后将对完
善区域路网布局、促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天星洲专用航道桥合龙作
业现场。 康朴、赵振宇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联合国电 第78届联
合国大会近日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
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
办戴兵在联大决议通过后表示，春
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不仅是
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传承
着和平、和睦、和谐等中华文明理
念，也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
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全人类共
同价值。许多国家和地区把春节作
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
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

戴兵说，中国推动春节成为联

合国假日，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务实行
动。春节正式成为联合国假日，充
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
力，将有力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
流互鉴，积极体现联合国倡导的多
元、包容文化价值理念。联大决议
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得到了
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处工作
人员的热烈欢迎和踊跃支持。

联合国除了东道国的重要法定假
日外，可由联大通过决议，把世界范围
内广泛庆祝的节日确定为联合国假
日，在当天尽量避免安排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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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成为联合国假日

本报北京12月 24日电 （记者
郁静娴）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
年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创新思路、强化举措，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农业资源保育能力稳步增强。
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行耕地
轮作休耕制度，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10亿亩，耕地平均等级达到4.76。建
设农业节水灌溉面积达5.91亿亩，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2。

农业产地环境明显改善。主要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面积覆盖率
达 54.1%，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
作物统防统治面积覆盖率达 45.2%，

化肥、农药利用率均超过41%。实施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78.3%。

农业生态系统加快修复。实施长
江十年禁渔，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监测鱼
种193种、比2018年增加25种。加强
黄河流域农业节水控水，推进因水施
种。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
利用试点，选择酸化耕地面积较大的15
个省份的20个县开展酸化耕地治理。

农业绿色产业链条加快打造。
认定绿色、有机农产品超过6.8万个，
近 5 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
测合格率保持在 97.4%以上。农产
品及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稳步
提升。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常泰长江大桥天星洲专用航道桥合龙常泰长江大桥天星洲专用航道桥合龙

本报电 这个冬季，冰雪经济在大江
南北持续升温。各地依托冰雪运动，打造
文化旅游消费新业态，持续地为消费经济
注入新活力。

12 月 23 日，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
动仪式在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首钢滑雪大
跳台举行。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上
海、湖北6个分会场及全国各地一同拉开冰
雪季大幕。全国各地将围绕“欢乐冰雪 共
创未来”主题，开展内容丰富、惠民便民
的冰雪赛事活动，初步统计赛事活动近

2000项。
23 日，四川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冰雪季

在汶川县羌人谷滑雪场启动。冰雪季期
间，汶川将开展“热雪燃冬”大众雪道速
滑赛、“冬游汶川”大众冰雪挑战赛、大众
亲子冰雪训练营、冰雪潮玩体验集市、冰
雪知识科普讲堂等多项赛事活动。

22 日上午，第十七届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冬季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暨 2023 新疆热
雪节拉开帷幕。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4 月
期间，新疆将举办各项冬季文化旅游活动

1000 余项。22 日，“冰雪青城·悦动北疆”
2023-2024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冰雪节在
呼和浩特市马鬃山滑雪场开幕。本届冰雪
节包括“夜耀北疆 跨年青城”系列活动、
呼和浩特欢乐冰雪节、呼和浩特春节元宵
节庙会等系列活动。同日，“第十届全国大
众冰雪季”青海启动仪式暨青海省第二届
冰雪运动会在西宁市鹿塬国际滑雪场开
幕。本届冰雪运动会共设置群众项目 10
个、竞技项目9个、关爱组项目6个。活动
期间，还将在全省范围内统筹开展 56 项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冰雪主题活动。以

“振兴冰雪经济，共享长白粉雪”为主题的
第七届吉林冰雪产业国际博览会近日在长
春开幕，博览会展览展示总面积 10 万平方
米，共设有6个板块、32项活动。

（综合本报和新华社消息）

打造文旅消费新业态

冰 雪 经 济 持 续 升 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