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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人类共同应对风险挑
战、促进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当
前，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精
度前所未有，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系统
性、协同性显著增强，国际合作成为推
动科技创新的“必选项”。中国加快科技
创新，不仅为本国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还通过建设海外科教合作中心，与有关
国家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合作解决
实际问题，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
研究中心——

“提升周边地区地球科学
研究能力和水平”

走进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真纳大学中
国科学院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
中心 （以下简称“中巴中心”），只见大
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多幅巴基斯坦专题
图，各类地理信息数据呈现出不同的色
彩区域和深浅变化。

“地球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的共同
家园，其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们的生活
更加美好。”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巴基
斯坦科学院前院长卡西姆·简表示，地球
科学研究看似遥远，其实与我们每个人
息息相关。“比如，通过对冰川、积雪、
水文、降雨等数据的分析，中巴中心能
够为巴基斯坦水利部门调控水坝水位、
开放泄洪渠、疏散泄洪区等决策提供科
学支撑。”卡西姆·简说。

中巴中心筹建于 2019年，2023年 10
月正式挂牌成立，主要针对中巴经济走
廊沿线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
恶化等问题，联合两国科研机构和高校
开展系统性的地球科学研究与科教合
作。自筹建以来，中巴中心开展多项实
质性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推动多项研
究成果在巴基斯坦应用，为保障和改善
巴基斯坦民生作出贡献。

2022 年，巴基斯坦遭遇特大洪涝灾
害，中巴两国科学家团队密切协作，结
合卫星遥感数据和地面调查数据，对洪
涝地区进行持续监测和研判，向巴基斯
坦气候变化部、国家灾害管理局提交了
多份评估报告，为抢险救灾决策和灾后
重建方案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挂牌成
立后，中巴中心还举办地球科学研究培
训班 10 期，培训巴基斯坦学员超过 1000 名，课程内容
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等应用型技能，并累计选派20多
名留学生赴中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中巴中心在为巴中科学家和学生提供交流平台、
促进科技进步、共同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同时，还将提
升周边地区地球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卡西姆·简表
示，面对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各国
只有协同合作，才能有效地应对挑战，为人类创造更加良
好的生活环境，期待中巴中心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在
防灾减灾、水资源管理等重要领域造福两国人民。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科研成果有力促进了非洲多项事业

发展”

肯尼亚乔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位于该国首都内
罗毕市郊，进入校园后循着路牌向前，不一会儿就看到
几座红瓦屋顶小楼，这里就是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
究中心 （以下简称“中非中心”）。

中非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中国在境外建设的第一
个综合性科教机构，也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建设的发展中
国家境外科教机构之一。中非中心汇聚来自中国和非洲
16个国家科研和教学机构的力量，围绕生物多样性调查
和评估、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监测、高产优质农作物品种

栽培示范等展开合作，形成了科学研究与
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合作网络。

“中非中心近年来取得的科研成果有力
促进了非洲多项事业发展。”中非中心非方
主任罗伯特·吉图鲁介绍，成立以来，中非
中心科研人员合作发表科研论文 600余篇，
举办国际培训班和专业技术培训会 30 余
次，培养了来自 14 个非洲国家的 300 多名
学生。除肯尼亚总部外，中非中心还在埃
塞俄比亚、毛里塔尼亚、马达加斯加和卢
旺达设立了区域办公室，在坦桑尼亚、马
达加斯加、津巴布韦等国设立联合实验室。

在中非中心实验室里，博士后凯文·巴布
正在对刚收集的水和土壤样品进行成分分
析。“基于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掌握
当地水质情况，进而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以
确保当地居民获得干净、安全的饮用水。”巴
布告诉记者，他正开展的课题研究是对肯尼
亚水环境与水质开展系统监测，“这将有助于
避免霍乱、痢疾等介水传播疾病的发生，守护
当地民众特别是儿童的生命健康”。

巴布于 2015 年通过中非中心选拔，前
往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学习，先后获得
硕士、博士学位，两年前又回到肯尼亚成
为中非中心的博士后。“我在中国学到了许
多专业知识，接受了专业的学术训练，希
望能继续在中非中心从事科学研究，培养
更多非洲本土科研人才。”巴布说。

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
中心——

“两国科技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的鲜明例证”

坐落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附近的创新
创业聚集区内的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
中心 （以下简称“曼谷中心”），于2017年
正式建立，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支撑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部署之一，也是
中国科学院首个面向东盟地区，以推动国
内外双向科技创新、技术转移转化为目的
的境外机构与重要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
台。多年来，一批批科技工作者、科创企
业借助曼谷中心这一平台深化交流合作，
带动了中泰两国在微生物技术、轨道交通
运输、等离子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在曼谷中心二楼的会议室里，记者见
到了泰国暹罗水泥集团项目团队，他们正
在曼谷中心帮助下与其他几家中泰企业合

作，共同开展泰国首个 5G+自动驾驶智慧绿色矿山项
目。“项目综合应用了5G、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新能
源动力电池等前沿技术，由中方合作伙伴研发的平行矿
山操作系统，预计将于今年7月投入使用。”该项目团队
相关负责人克里昂克莱表示，新技术的应用可以推动泰
国沙拉武里府的水泥矿区实现无人化、自动化生产，助
力建成绿色、智能、高效、安全的新型矿山。

成立 7年来，曼谷中心累计促成国际技术合作项目
与企业商务合作项目70余项，在泰创造直接投资总值达
18亿元人民币，拉动整体经济效益30亿元人民币，服务
区域、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良好效果。

2023年，在曼谷中心引荐下，泰国金池工业园与入
驻曼谷中心的力合科技 （湖南）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实
现了工业园区工业用水实时在线监测。“中方合作伙伴
自主研发的自动化实验室、在线监测和智能采样终端等
设备及工业园智慧化管控平台，为园区的污水处理、中
水回用、工业用水供水等各环节提供了重要支持。”工
业园总经理罗铁英说，这些新技术不仅保障了园区水质
安全，也为园区企业节能增效等提供了保障。

“我们希望通过与曼谷中心、中国科创企业合作，
引入更多实用新技术，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工业
园。”罗铁英表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与泰国提出的“生物—循环—绿色”发展模式都十分重
视可持续发展，“双方通过曼谷中心的合作是两国科技
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鲜明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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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1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戈尔达娜·西莉娅诺夫斯卡—达夫科娃，祝贺她就任
北马其顿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北马其顿传统友谊深厚。近年

来，两国务实合作扎实推进，成果惠及民众。我高度重
视中国同北马其顿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女士一道努力，
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交流合作，推动中北马友好合作关
系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莉娅诺夫斯卡—
达 夫 科 娃 就 任 北 马 其 顿 总 统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5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穆罕默德·伊德里斯·代比·伊特诺，祝贺他当选乍得
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乍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国际协
作更加紧密。我高度重视中乍关系发展，愿同穆罕默德
总统一道努力，加强相互支持，推进友好合作，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乍得当选总统穆罕默德致贺电

各地大力推进长城保护、传承与研究，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守护万里长城 赓续中华文脉
本报记者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
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
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5月14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
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深刻阐释了
长城的独特价值和守护好长城的重大
意义，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
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
遗产，分布于15个省份。近年来，各地
大力推动长城保护、传承与研究，精心
守护这份独一无二的珍贵财富，让长
城历史文化遗产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保 护

社会各界参与捐助，助
力长城修复

初夏时节，北京八达岭长城游人

如织。今年 67 岁的苏文洋站在蜿蜒
起伏的长城上眺望远方，感慨地说：

“八达岭长城面貌大为改观，这在过
去难以想象。”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文洋是
《北京晚报》 新闻部记者，多次到八
达岭长城采访。那时，八达岭长城只
有南北4座敌台对游客开放，其他许
多点位长期失修。

1984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北京晚
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刊登消息——
为保护历史文物，加速修复长城重点
地段，举办“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社会赞助活动。消息发布后，立即受
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邓小平、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为首都一
些单位发起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
城”活动题词，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
女保护长城的热情。

消息刊登后，前来捐款的人络绎

不绝。各地数以千计的书画家、歌唱
家、医生，纷纷举行义画、义演、义
诊，为修复长城尽一份心意。活动还
得到数十家国外报刊、电视台的报
道，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保护长城
的热情，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
友人也参与捐助。

1984 年 7 月 28 日，社会赞助的
八达岭长城修复工程开工；9月17日
工程竣工后，游人可登上八达岭最高
点，俯瞰长城美景。

到 1994 年，全国共收到海内外
修复长城赞助款 6000 余万元，有关
部门用赞助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
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 3 座敌楼、
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 14 处重
点地段。

传 承

一代代长城保护员接力
守望，汇聚起坚实力量

手拿登山杖，背着双肩包，八达
岭长城管理处长城文物管理科负责人
黎海权大步朝山上走去，时而停下脚
步，检查墙体是否出现开裂、鼓闪等
问题。黎海权是北京延庆区东关村
人，这条巡护长城的山路他已经走了
30多年。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离不开人的力量。近年来，长城保护
与研究的力量日益壮大，一代代长城
保护员接力守望、积极创新，汇聚起
保护长城和传承文化的坚实力量。

5月13日一大早，河北省秦皇岛
市山海关长城保护志愿服务队队长张
鹏打开天气预报软件，察看风向、风
力后，确认天气利于无人机起航，开
始长城保护巡查工作。

（下转第二版）

5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钱江世纪城，高铁列车从金色麦田旁驶过。 潘伟峰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5月 21日电 （记者谷
业凯、孙海天） 21 日上午，位于海南
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的全球首个陆上
商用模块式小型核反应堆“玲龙一
号”的主控室正式启动，标志着“玲龙
一号”的系统设备进入安装高峰期。

主 控 室 相 当 于 核 电 站 的 “ 大
脑”，是核电站系统和设备的监视和
控制中心。随着“玲龙一号”数字
化控制系统网络开始搭建并投用，
在主控室内，安装调试人员正通过
各种监测设备获得核电站区域内设

备和系统运行情况，并根据这些信
息对区域内的设备、系统发出恰当
的操作和指令。

“玲龙一号”是继“华龙一号”
后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又一重大成
果，预计 2026 年建成。建成投运后
每年发电量可达 10 亿度，可满足海
南 50 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同时，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88 万
吨，相当于一年植树750万棵。

“玲龙一号”全球首堆主控室启动

5月14日，游客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八达岭长城赏景游玩。
何华文摄 （人民视觉）

本报珠海5月 21日电 （记者贺
林平）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
进，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
客流持续快速增长。珠海边检总站港
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显示：今年1月
1日至 5月 21日 9时 40分，经港珠澳
大 桥 珠 海 公 路 口 岸 出 入 境 旅 客 超
1000 万人次，同比增长达 127.7%；

相比去年，提前4个月实现客流超千
万人次。

持续增多的“北上”港澳旅客成为
推动口岸客流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今年以来，经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
达 60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6.3%，占
口岸客流总量的 60.4%。今年以来，
内地赴港澳游同样火热，持港澳旅游

签注往来的内地旅客超过 190 万人
次，同比增长130%。

周末及节假日期间，口岸日均客
流、车流分别达到 6.1 万人次、1.61
万辆次，分别是平日的 1.5 倍、1.3
倍；单日最高客流、车流分别超14.4
万人次、1.95万辆次。

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便利外籍人
员来华5项措施施行以及对外免签国
家范围扩大，今年以来，已有超15.8
万人次外籍旅客经港珠澳大桥入出内
地，同比增长412.6%。

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旅客今年已超100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