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国际观察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4年4月23日 星期二

非洲关注新质生产力发展“东风”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期围绕新质生产力发表报
道称，中国正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
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为此，中国正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
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报道表示，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有望惠及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给相关行业发展变革带来动力。非洲将是中国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受惠者。“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将进一
步拓展中非关系，巩固与非洲的合作成果。一个更具创
新性的非洲可以从中抓住新机遇，改善经济前景。”

尼日利亚《先锋报》近期关注到，中国正加快培育和
发展新质生产力。报道援引分析表示，中国发展新质生
产力不意味着忽视或放弃传统产业，而是推动传统产业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这种转型对提高生
产效率和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目前，中国正积极推进
多领域科技创新项目研发，非洲学者有望参与其中，拓展
中非在人工智能、区块链、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南非《星报》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
称，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提振了经济发展信心。
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得到外商肯定。中国持续推动新
质生产力，将通过自身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中非共和国潜力网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中国正
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
章表示，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高
质量发展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也将为非洲
国家发展带来新机遇。

近日举行的第三届“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
论坛上，非洲政策研究院院长彼得·卡格万加在主题演
讲中谈到新质生产力。他表示，乘着新能源、高科技制
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东风，中国
正引领全球南方国家从多方面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中国
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全球公共产
品，使这些国家能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和所在地区具体情
况的现代化道路。

新领域合作契合非洲发展需求

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赢得非洲媒体和舆论的关

注。专家表示，中非在新科技、新能源、新产业领域已建
立深入合作，各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中非在此基础上拓展
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和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中国非洲研究
院） 研究员张永蓬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数字经济、绿色
发展等领域，中非合作近年来取得积极进展。在数字经
济领域，中国积极支持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建
设多条连接非洲和欧、亚、美洲大陆的海缆工程；中非
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企已帮助非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通
信骨干网约 15 万公里，网络服务覆盖约 7 亿用户。同
时，中国积极与非洲开展电子商务合作，共享电子支
付、智慧物流等发展经验，助力埃塞俄比亚、南非、科
特迪瓦等国家构建电商生态系统。此外，中国的科技产
品、移动应用软件等也在非洲市场广受欢迎。

“在绿色发展方面，中国是非洲能源转型的重要合
作伙伴，迄今已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实施数百个清洁
能源和绿色发展项目，支持非洲国家更好发挥太阳能、
水电、风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优势，助力非洲实现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张永蓬说。

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中非双方也保持了密切
协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张传红对本报记
者表示，中非在农业现代化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
验。从杂交水稻技术、稻鱼共生系统，到菌草技术、木薯
繁育技术，多年来，中国积极同非洲国家分享农业科技与
发展经验，支持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和加工水平，提升
非洲农业产量和产品附加值。近年来，中国还与非洲积
极共建遥感应用合作中心、气象站，持续加强可持续农
业、节水灌溉、粮食减损、农业气候应变等领域的科技合
作，助力非洲应对气候变化威胁；同时推进农机生产、仓
储加工等投资建设，完善当地农业产业链，并借助电商、
网络直播等数字合作以及建立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
道”等方式，扩大非洲经济作物农产品市场。

“得益于中国的技术和创新援助，非洲的生产生活
方式显著改善。中国是帮助非洲应对挑战的‘负责任合
作伙伴’。”尼日利亚《国家报》日前刊文表示，非洲的
信息通讯、交通、电力、农业等领域在中国强有力的支
持下获得发展。中非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产业的技
术合作为数百万非洲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非洲大陆的
互联互通程度也比以往更深、更广。

在合作基础上，中国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中非进一步合作提供新契机。

“非洲国家对加快生产力进步、实现跨越式发展有
强烈诉求。”张永蓬说，“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非洲国家意识到，需避免陷入高能耗增长困境，减
少粗放发展造成的落后产能。近年来，非洲积极拥抱数

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快探索现
代化和自主发展道路。在相关领域，中非合作基础好、
经验足，互惠互利合作有巨大潜力。”

中非携手创新前景广阔

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向“新”求“质”，发展新质生产
力，与非洲的未来愿景和战略规划深度对接。

张传红表示，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特征。这与非洲当前的转型需求，特别是同非洲联
盟 《2063 年议程》 提出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今年 2
月，非盟宣布启动 《2063 年议程》 第二个 10 年计划。
该计划明确了未来 10 年的重点领域，其中特别强调了
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打造环境可持续和气候适应
型经济、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愿景。根
据共同的中长期合作方向和目标，中非务实合作高质量
发展有广阔前景。

联合国贸发会议《非洲融入技术密集型全球供应链
的潜力》报告提出，生产率和附加值的提高是当前促进
非洲大陆供应链发展的关键。非洲正积极吸引投资者和
科技型供应链，打造数字和高科技密集型行业，推动非
洲大陆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中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全球价值链新体系，
将延伸和扩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红利。南非和整个非洲
都将从新价值链的延伸中受益。”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
站报道称。

张永蓬表示，未来，中非可在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
进一步合作，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人工智
能等方面的创新协作，拓展先进制造、空间技术等方面
的合作空间。同时，人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非探索新质生产力相关合作，人才培养将是一大重
点。近年来，中国通过搭建国家与地方合作机制以及高
校交流合作平台，帮助非洲培养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未来，根据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非还
将持续扩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不久前，2024年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举办。
贝宁、加蓬和刚果 （金） 等非洲国家代表与中方共同讨
论了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以及国际合作议题。去年 12
月，中国援埃及二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成为中非航天科技合作的最新注脚。

“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金砖+’
等机制平台，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成果有望更多惠及非
洲，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更多支持。中非
双方将持续在前沿技术及人才培养等各领域开展深层次
合作，共同探索适应需求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张永蓬说。

中非迎来合作“向新力”
本报记者 林子涵

近期，新质生产力成为海外媒体和舆论关
注的热词。不少非洲媒体发表观点认为，中国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望释放积极效应。中
非拓展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创新合作，对促
进非洲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
义，将为非洲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

专家分析表示，中非传统友谊深厚，合作
成果丰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
作论坛等机制平台下，中非在新科技、新能
源、新产业领域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发展新质
生产力，同非洲发展战略深度对接，为中非合
作打开新空间、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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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已过，暖意融融的青海即将
迎来旅游旺季。流光溢彩的银铜器
和首饰、华丽精美的各式藏毯……在
这里的农牧区村庄里和城市工厂间，
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藏文化产品源源
产出，踏上“一带一路”。

从事银铜器制作已近 30 年的工
匠王富邦最近正在为蒙古国的一批订
单加班加点。他说：“手绘出客户指定
的图案，以火塑型，千锤万凿。仅一个
巴掌大的酥油灯，就需要一名熟练匠
人从早到晚连续3天才能完成。”

早在汉唐时期，中国的民间器皿
就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运往中
亚、西亚乃至欧洲。哈萨克斯坦国家
博物馆高级研究员鲁斯兰·杜万别科
夫介绍，哈南部城市塔拉兹、图尔克
斯坦等地曾发掘出多盏来自中国的
油灯，其中3盏目前陈列于该博物馆，

“这些油灯用料上乘、经久耐用，展现
出非常高超的制作工艺水平”。

王富邦居住的青海省西宁市湟
中区鲁沙尔镇阳坡村，是湟中“银铜
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发祥地。100 多
年前，这里因紧邻藏传佛教名寺塔尔
寺而成为银铜器匠人的聚居地。王
富邦介绍：“一开始只是外来的汉族
匠人锻造宗教器物，后来本地的汉、
藏、土族群众也加入进来，村庄因‘家
家有作坊’而逐渐扬名。”

过去，村里的作坊多是“单打独
斗”，没有形成产业，产量低，销售范
围有限。近几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在村里打造占地90多亩的民族
手工艺加工基地，第一批建成30多座

“前店后院”式作坊。全村近 40%的
村民加入“股份合作社+基地+农户”
经营模式，产品知名度越来越高，每
年都能接到来自蒙古国、新加坡、印
度等国的订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青海省抢抓机遇，一批具有高
原特色的标志性产品名扬国内外，
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藏毯。

据中国藏毯协会原会长汪京萍
介绍，有“丝绸南路”之称的唐蕃古
道，是唐代以来从中原去青海和西
藏，进而前往尼泊尔和印度等地的重
要通道，藏毯经唐蕃古道传播到其他
国家，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商品
之一。

同样位于西宁的加牙村早在清
代就是著名的藏毯专业村。加牙藏
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永柱说，
他13岁开始跟着父亲学艺，见证了藏
毯从家庭手工作坊到规模化生产、再
到高端化定制，在国际舞台上闪耀的
历程，为此感到自豪。

2004 年，中国 （青海） 藏毯国
际展览会开始举办，杨永柱曾现场
展示精湛的藏毯编织技艺。2006年，加牙藏族织毯
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
来，杨永柱又作为传统技艺导师，在知名藏毯企业
圣源地毯集团帮助培养人才。

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忙碌，
色彩斑斓的地毯从这里源源不断发往世界各地。据
介绍，近两年，车间都是满负荷生产，以满足海内
外的需求，如今产品已远销至沙特阿拉伯、俄罗
斯、波兰、匈牙利等国家。

圣源地毯集团董事长薛婷说，在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中，不少有使用地毯的习
惯，市场潜力巨大。“我们一直致力于将藏毯文化推
向全世界，同时也不断探索如何让这门传统技艺焕
发新生机。”

据青海省商务厅副厅长李雅林介绍，多年来，
在青海、西藏、新疆等地，传统技艺传承人一直没
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不断开发新产品。未来，国家
还将通过政策引导，让藏毯编织等传统技艺更好地
传承下去，在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大千、金学耕、王艳、张
继业、赵宇、周天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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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参展商在第135届广交会上向非洲采购商介绍太阳能电池组件展品。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之德世界扬”。4 月 18
日，在日本佐贺县多久市，一群一、二年级的小学生
在拥有 316年历史的多久圣庙庭院内大声高唱祭祀孔
子的歌曲。

当天是多久市一年一次盛大的“春季释菜”祭孔
活动。一大早，由市长、市议会议长、市教育委员会
教育长、市各中小学校长组成的拜谒团队，身着祭祀
官服，沿着拜谒之路，虔诚地向多久圣庙走来。

多久圣庙于1708年由第四代多久邑主多久茂文创
建。“释菜”典礼每年举行两次，分别为春季的4月18
日和秋季10月第四个星期日，至今已延续300多年。

穿过刻有“仰高”二字的石门，拜谒队伍到达圣庙
院内。一座刷满朱漆、大气庄重的庙宇展现在眼前。
庙宇按日式禅宗佛堂建造，但正殿门柱上雕刻龙头、象
首，门梁上刻有凤凰、饕餮等图案，充满中国特色。

大堂正中，立有孔子木质雕像的神龛被高高尊放
在祭台中央，祭台两侧分别立有孔子几位弟子的雕像。

迎神，上香，向孔子及其弟子献上芹菜、竹笋、板
栗、雉肉等8种“释菜”……典礼共有90多道祭拜礼仪，
多久市市长作为“献官”在由市政府职员组成的雅乐队
伍吹奏的乐曲声中，向孔子及其弟子一一祭拜。

从1997年至今连续担任多久市市长的横尾俊彦作
为“献官”已经在这里参加50余次典礼。横尾说：“欲治
邦，先育人。从中国的山东曲阜到日本，大家遵循中国
传统祭孔仪式，希望把孔子教导的‘仁’‘爱’等理念传
承给后人。”

一个半小时的祭祀活动之后，伴随着悠扬的扬琴
和鼓乐，多久市东原庠舍西溪学校一、二年级的小学
生们在孔庙前大声唱起祭孔歌曲：“大成至圣文宣
王，孔子之德世界扬……高山仰止孔夫子，其仁之德
天地充……”此后，20 余名中学生身着紫色乐舞服
装，整齐列队，跳起庄重的“释菜”乐舞。

1993年，山东曲阜市与佐贺县多久市缔结为友好
城市。1997年，曲阜市向多久市赠送了一尊石刻孔子
雕像，还派人教这里的孩子跳乐舞、打腰鼓。于是，
多久市延续了数百年的“释菜”活动又增添了乐舞、
腰鼓等内容，并延续至今。

“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孔子的 《论语》，
今天能在孔庙打腰鼓特别开心。”几名在典礼上参加
腰鼓表演的小朋友兴奋地说。孩子们还能熟练背诵

《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不忧，智者不
惑，勇者不惧”……

当天参加祭孔活动的多久市教育委员会教育长石
田俊二介绍，多久市 20多年前就把《论语》引入学校教
学之中，校园内张贴《论语》名句，每天午间还会通过广
播念读《论语》，学校还会组织《论语》达人大赛、“《论
语》百人一首”卡片游戏等，寓教于乐。

“孔子和他的思想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
中。把《论语》融入教学，正是相信孔子教导我们的
道德、思想可以成为孩子们人生路上的心灵支撑，可
以让孩子们受益终生。”石田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丹、杨智翔）

“孔子之德世界扬”
——日本佐贺县多久市举办“春季释菜”祭孔活动

近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
大学举办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吸引
了众多观众前来体验中国文化。

图为在活动上，巴西学生观看中
国书法展示。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联合国中文日活动走进巴西里约热内卢

环 球

掠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