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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南南合作典范

秘鲁钱凯港、阿根廷“基塞”水电
站、智利 5 号公路塔奇段、巴拿马阿玛多
尔会展中心、巴西美丽山±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项目……从空中俯瞰，一个
个中拉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像一颗
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点缀在广袤的拉美
大地上。

哥伦比亚首都地铁一号线让波哥大
市民实现“地铁梦”；牙买加第一条现代
化高速公路使该国南北海岸间行车时间
从 2 小时减少到 45 分钟；阿根廷赫利俄
斯风电项目群完成整体移交，为 36 万户
居民提供清洁电力；古巴马里埃尔太阳
能光伏电站、西罗·雷东多生物质发电
站助力该国能源保障和可持续发展；中
国—玻利维亚卫星合作覆盖 75 万移动用
户，让 50 万家庭免费看上电视……共建

“一带一路”项目给拉美民众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

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
心研究员玛利亚·奥斯特罗说，通过共
建“一带一路”，包括秘鲁在内的多个拉
美国家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对外贸
易 竞 争 力 有 效 提 升 ， 新 能 源 转 型 优 势
突出。

自 2017 年以来，中拉合作在“五通”
领域均取得积极进展，树立了南南合作
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与智利、秘
鲁、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尼加拉瓜
等 5 个拉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随着中拉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

拉“跨半球”交往更加便利，越来越多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从中国市场中发现更
多机遇、获得更大发展。

帮助解决发展难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拉美国家加入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支持并参与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
明倡议，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
拉政府间合作不断加强，政治互信持续
深化，双方积极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
政策沟通与交流机制。”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所长宋均营表
示，在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和

“1+3+6”合作新框架的指引下，中拉论
坛机制及其框架下的多个分论坛对推进
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发挥重要作用。

2017 年 5 月，拉美地区被正式纳入
“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同年 11 月，巴拿
马成为首个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拉美国家。截至目前，已有 22 个拉美
地区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宋均营说，中拉合作的宽度、广度
和深度不断延伸。中拉共建“一带一路”
在拉美既有旗舰性的大项目，也有一些
小而美的项目，给拉美人民带去了实实
在在的福祉。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的框架下，中拉合作领域也得到拓
展。除了原来传统的经贸合作、基础设
施、工程承包，逐渐拓展到新能源项目、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科
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还有治国理政方

面的交流等。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

中，中拉双方有高度的互补性，可以实
现互利共赢。”宋均营说，近年来，拉美
国家生产的大宗初级产品大量出口中国，
满足了中国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需求。
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新能源、
数字技术等领域有技术及产能优势，能
够在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为拉美国家的经
济转型与再工业化提供支持。拉美地区
是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区域，在诸多
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为拉美方面补齐短板、解决问题带
来了新机遇。

阿根廷国立拉普拉塔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研究员塞瓦斯蒂亚·舒尔茨表示，
很 多 拉 美 国 家 已 经 意 识 到 ， 参 与 共 建

“一带一路”能够推动它们解决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实现更加包容、协调、全面
和可持续的增长。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
利用自身发展优势积极改善拉美国家民
生的同时，也拉近双方民心距离，夯实
友好基础。

近年来，中拉在文化、教育、旅游、
卫生、科研、媒体、民间交往等领域广
泛开展合作。中拉文化交流年、“未来之
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培训计划、“中拉科
技伙伴计划”、中国—拉丁美洲新闻交流
中心记者团、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等项目
和活动有序推进。不少拉美国家出现了

“汉语热”和“中国热”。中国传统节日
越来越为拉美民众熟知，春节成为巴拿
马的全国性节日和巴西累西腓市的官方
节日。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
家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表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在拉美地区扎实推进惠及
当地民众，中国文化与理念日益为拉美
国家民众所认识和理解，良好的民间互
动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推动中拉关系
发展。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
中拉多方位合作日益密切，多领域交流
更加热络，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
得新成果。

舒尔茨认为，共建 “一带一路”倡
议是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一
部分，与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高度契合，
也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
部分。

古巴国际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卢维
斯雷·冈萨雷斯表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在国际合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在这一框架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各国有机会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
系，在可再生能源、医疗卫生、生物科
技、文化交流等领域实现更精准的合作。

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助
理研究员贡萨洛·吉吉诺表示，中国积
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合作等机
制和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科学技
术水平，通过“南南合作”努力弥合南
北发展鸿沟，这对 21 世纪共同应对气候
变 化 、 能 源 转 型 等 全 球 挑 战 具 有 重 要
意义。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自然延伸，拉美地
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参与方。近年来，
中拉在共建“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取得了瞩目
成 就 。 中 国 与 拉 美 共 建

“一带一路”有力促进了中
拉关系的发展，已成为推
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纽带。专家分析认为，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助推下，新时代平等、
互利、创新、开放、惠民
的中拉关系将持续深化，
跨越太平洋的友好合作之
路将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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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 （COP29）
中国角近日开幕。“生态文明与美
丽中国实践”主题边会在阿塞拜
疆巴库奥林匹克体育场蓝区举行，
正式拉开了中国角活动的序幕。

COP29 中国代表团团长、生
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会上表
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政府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前所未有的
高度，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
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中国坚
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
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坚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推动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治理，推动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显著提升；坚持共谋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公平
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
体系。

赵英民指出，面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形势，中国将持续实施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积极
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大力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协 同 促 进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昆蒙框架”全面有效落实。中国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增强政治互
信，践行多边主义，强化全球合
作 ， 共 建 繁 荣 、 清 洁 、 美 丽 的
世界。

出席活动的中国气候变化事
务特使刘振民说，中国始终高度
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并将其
视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低碳
发展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
中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坚
定不移，成效有目共睹，国际贡
献得到广泛肯定。中国愿同国际
社会一道，从全人类和子孙后代
的福祉出发，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坚持气候治理公平正义，尊重市
场规律和贸易自由，推动 COP29
取得成功，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
更强稳定性、更大确定性。

刘振民指出，当前世界各地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全球温升纪
录不断被刷新，气候变化已从潜
在的威胁转变为现实的危机。希
望 COP29 给国际社会更大的信心和希望，要秉持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真正落实法律协定。发
达国家应认真兑现承诺，确保资金支持，帮助发
展中国家提升应对能力。

与会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
副执行秘书哈姆拉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办
事处主任德钦策林、美国环保协会总裁克虏伯等
外国嘉宾在发言中赞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
重要成就和对全球低碳发展的突出贡献，并呼吁
各方坚持多边主义，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付出更
多努力。

大会期间，中国角将举行公众日、峰会日、
新能源日、碳市场日、合作日、数字化日、气候
资金与技术日、适应日、企业日和地方日等 10 个
边会主题日。

COP29 于 11 月 11 日至 22 日在巴库召开。大
会期间，中国政府机构、研究机构、产业协会、
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将围绕生态文明与美丽中
国实践、中国能源转型与新能源发展、中国碳市
场创新与管理实践、“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AI 助力气候韧性发展、气候投融资、数
字化转型与全球气候治理、防范气候风险等内容
举办丰富的边会活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刘恺、孟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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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城的中国印记

共建“一带一路”奏响中拉命运与共之歌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左图：在巴西累西腓，人们在春节庆祝活动上
展示自己制作的龙头。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白松露是一种野生植物菌，气味
独特，大多产自意大利中部、北部和
克罗地亚北部，因产量稀少而价格昂
贵，有“可以吃的钻石”之称，一般

切成薄片或磨成碎屑搭配奶酪、面条
等食用。图为在意大利阿尔巴附近，
松露猎人卡洛·马伦达带着狗寻找白
松露。 新华社/法新  

意大利：寻找白松露
环 球

掠 影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海滨，阵阵海浪声中，普通话对
白的声音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循着声音，记者走向海边的一处珍珠项链、银制戒指
和手工编织品摊位，老板娘正边用餐边观看一部配有西语
字幕的中国微短剧。

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名叫罗莎，看到中国客人
到来十分高兴。她告诉记者，自己不仅爱看中国微短剧，还
去过中国。30 多年来她一直从事手工艺品制作和销售，近
年来很多原材料价格上涨，让她的小本生意承受压力。在
与儿子讨论后，到中国寻找供应商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今年夏天，罗莎与儿子第一次来到中国义乌国际商贸
城。不同规格的珍珠、休闲服饰、山地车……罗莎的手机
相册中保存着商贸城内各类商品的图片。她说此行最大的
遗憾一是手机内存太小，二是 20 天中国行时间太短。罗
莎已经开始计划明年去中国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希望把中国精致又实惠的小商品进口到巴拿马。

穿梭于巴拿马城老城区古建筑群中，醒目的中文标识

与红灯笼不时映入眼帘。自 170 年前第一批华人来巴修建
巴拿马两洋铁路起，华人为巴拿马的发展以及促进两国文
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2021 年 11 月，中国农历新年成为
巴拿马全国性节日，春节庆祝活动也被纳入巴拿马国际旅
游推介计划。

在华人聚居区，奶茶店、粤菜馆、火锅店、美容店、
超市等一应俱全，不仅便利了当地华人生活，也为巴拿马
人了解中国提供了更多窗口。

来自中国江门的郑老板出国前是厨师，到巴拿马后与
妻子经营一家粤菜馆，在当地小有名气。刚下飞机的宋先
生慕名而来，宋先生游历美洲多个国家，他说对巴拿马感
到最亲切，味道正宗的餐前小菜一扫他和同伴多日来的思
乡之情。熙熙攘攘的顾客中不乏巴拿马本地常客，他们打
电话订餐，下班后取餐与家人共享。

巴拿马律师豪尔赫长期研究在巴华人历史。据他了
解，早期来巴的华人大多从事餐饮、零售、洗衣、修理等
工作，如今则已拓展到了各行各业，在政界、商界、文化
界等有了一定成绩。

43 年前，张雁迴跟随父母从中国香港来到巴拿马。此
后，他攻读了多个与广告营销和市场管理相关的专业，并开
创了自己的事业，为中巴企业合作提供咨询、推广等服务。

“在早期来巴的华人中，很多是为了生计而来，今天
人们则是看到了中巴友谊带来的发展机遇，在这里大展宏
图、创造未来。”张雁迴说，现在他的客户数量年均增长
10% 左右，未来希望帮助更多巴拿马客户进军中国市场。

巴拿马大学孔子学院巴方院长巫俊辉说，巴拿马学生
报名孔子学院热情很高，在巴中双方共同努力下，巴全国
范围内设立了多个教学点以满足学生学习需求。除中文课
程外，还开设了多个有关书法、传统节日等内容的文化课
程，让学生体验更多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

上图：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手工艺品店店主罗莎
等候顾客。 （据新华社电  记者孟宜霏文/图）  

右图：秘鲁钱
凯港码头操作区。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