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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五届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

端智库论坛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

“携手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

与会中外专家学者指出，实现现代化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是全球南

方国家的共同追求。全球南方国家在促进

世界和平、维护公道正义、合作应对全球

性挑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是当

今世界的稳定、向善、进步力量。作为全

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合作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是“全球南方”崛起的

重要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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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成功走
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外专家学者指出，没有“全球南
方”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全
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人类文明
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校长 （副院长） 谢春涛表示，
中 国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 是

“全球南方”天然成员。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成功走出了一
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
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为“全
球南方”发展振兴提供了新机遇，既造
福中国人民，也为包括南方国家在内的
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共同福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
指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
流，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
利。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
代化，是摆在全球南方国家面前的共同
课题。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
行主任、“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
院联合主席埃里克·索尔海姆指出，当
前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探索
的脱贫经验，不仅帮助中国人民脱贫，
还在包括亚洲人民和其他更多南方国家
的脱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圭亚那前总统唐纳德·拉莫塔指出，
全球南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符合全人类

的共同利益。中国始终坚持团结互利、
合作共赢的理念，尊重各国的文化差异，
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维护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整体利益，
以切实的举措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
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曲莹璞指
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
变局的鲜明标志。希望全球南方媒体、
智库携手促进各国增进理解、深化合作，
共同唱响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南方声
音”、凝聚推动世界开放发展的“南方动
力”、彰显完善全球治理的“南方担当”、
谱写促进文明互鉴的“南方画卷”。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
方’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路径”

中外专家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
的成果，为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迈向
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
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
国际合作平台，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广
泛合作，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为“全
球南方”发展振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谢春涛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为“全
球南方”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路径，打
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
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
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曲青山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
向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

事。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全球南方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南方
的一员，中国长期致力于推进自身现代
化的探索，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也为
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化开放合作中为
全 球 南 方 国 家 共 逐 现 代 化 之 梦 提 供 新
机遇。

索尔海姆表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
化。每个国家都需要现代化，但对现代
化的探索必须考虑本国的历史和基本国
情。中国的发展经验深深根植于中国的
历史文化和治理体系。希望更多的南方
国家能够向中国寻求或借鉴其成功的发
展经验，携手推进“全球南方”的现代
化，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洪大用指出，中
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中国追求的现代化不是
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全球南
方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一道共同实现现
代化，是最具包容性的现代化。中国愿
意和全球南方国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
经验，携手实现现代化。

    “不断谱写‘全球南方’携
手推进现代化事业新篇章”

中外专家学者指出，当前，世界和
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国
家推进现代化之路注定不会平坦。全球
南方国家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

手共进，坚持共建和平、共促发展、共
谋进步、共商合作，走在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前列，为世界和平担当、
为共同发展尽责，共同开创人类社会更
加美好的未来。

谢春涛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应当以
更加开放包容、开拓创新的姿态同心同
德、同向同行，共建“全球南方”命运
共同体，不断谱写“全球南方”携手推进现
代化事业新篇章，为实现和平发展、互利
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洪大用强调，全球南方国家智库应加
强合作：一是深化彼此了解，夯实相知相
亲的文化基础。二是聚焦理论创新，商讨
携手共进的治理方案。三是积极推动合
作，营造全面良好的合作环境。四是促进
凝心聚力，共同唱响“全球南方”声音。

曲莹璞指出，中国日报愿携手全球
南方媒体、智库努力构建“全球南方”
话语共同体，助力各国更加有力有效提
供 探 寻 世 界 和 平 发 展 之 道 的 “ 南 方 智
慧”、促进各国合作共赢的“南方方案”，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公正的世界。

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
是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倡议创设
的国家高端智库论坛品牌，自 2020 年以
来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在国内外产生了
积极影响。本届论坛由中央党校 （国家
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
京大学、中国日报社共同主办。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200 多位专家学者
代表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 20 多位中央媒体
代表，共 260余人参加会议。

    11 月下旬的匈牙利天气寒冷，
但首都布达佩斯以南 20 多公里的匈
塞铁路匈牙利段施工现场依然热火
朝天。10 余名匈牙利工人冒雨进行
站台雨棚施工，驾驶升降车进行接
触网的挂线工作。

记者日前探访了在建中的陶克
绍尼车站以及为铁路运输提供动力
支持的多瑙沃尔沙尼牵引变电所。

陶 克 绍 尼 车 站 已 有 百 年 历 史 ，
承载着沿线居民的记忆。为保持文
物原貌，早在设计之初，负责项目
承建的中国中铁团队便确立了“修
旧如旧”的理念。

中铁九局匈塞铁路项目经理部
总经理宋子文说：“在重建过程中，
我们采用与原建筑风格相符的材料
和工艺，在保证建筑质量和安全的
前提下，不仅保留历史风貌，还赋
予车站新的生命力，体现匈塞铁路
项目对匈牙利文化的尊重和融合。”

匈塞铁路通过欧盟自然保护区，
建设团队十分注重保护沿线地区的

生态环境。在项目设计、施工、设
备安装阶段，所有作业标准都符合
欧盟相关环保要求。在日常施工中，
每隔 60 分钟，工程车就会绕全站进
行洒水作业，以处理施工期间产生
的粉尘污染。

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全长约 350 公里，连接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目前，该项目路基、桥涵和轨道工
程基本完成，已进入电气化、通信
信号等最后专业工程实施阶段，预
计匈牙利段全线将于 2025 年完工。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中匈两国
团队通力合作，克服跨国技术标准
协调等挑战，确保铺轨工作顺利推
进。铺轨作业完成后，房建工程与

“接触网、变电电力、通信、信号”
作业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匈塞铁路项目采用中匈合作模
式，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当地合作伙伴拥有丰富的技术和专

业能力，在推动项目建设方面发挥
着巨大作用。对我们来说，这是一
个双赢局面。”中铁上海局匈塞铁路
项目经理部总经理左贤思说。

从陶克绍尼车站施工现场驱车 5
分钟，记者来到新建的多瑙沃尔沙
尼牵引变电所，映入眼帘的是两台
大型牵引变压器以及配套的变电所
设备。牵引变电所为电气化铁路系
统供电，确保火车持续运行。

据介绍，变电所引入两路独立
电源及其配备的牵引变压器等，融
合了来自中国的技术和设备，特别
是变电所的“心脏”牵引变压器结
合匈塞铁路项目特点而设计制造，
能为区域内的电气化铁路设施及系
统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持。

中铁电气化局匈塞铁路项目经
理部变电电力专业副经理刘天奇说：

“欧洲标准与我们使用的标准有所差
异。经过与匈牙利国家铁路公司的
沟通协商，并协调中国供应商进行
欧盟、匈牙利标准认证和匈牙利国
家铁路准入的批准，我们最终解决
了技术规范上的难题。通信设备、
铁路信号设备、牵引变压器、接触
网零部件等均获得了所需认证，施
工工作进展顺利。”

中铁当地员工迈措·琴格告诉
记者，学习中文给了她加入中国公
司的机会，她在中铁已经工作了 3
年。匈塞铁路开通将使布达佩斯到
贝尔格莱德的行程从 8 小时缩短至 3
小时左右，让居民出行更加便利，
并推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她期待
早日坐上第一趟列车。

匈牙利约翰·冯·诺伊曼大学
欧亚中心主任霍尔瓦特·列文特对
匈塞铁路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建
成后的匈塞铁路将加强欧洲地区互
联互通，促进匈牙利、捷克、波兰
和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
作，为地区发展带来巨大红利。”   
    （据新华社电  记者康逸、陈
浩、刘宇轩）

    “这个展览是我们了解中
国文化的一扇独特的窗，非常
有趣，我很喜欢。”马耳他圣伊
纳爵学院汉达中学学生斯特凡
诺·加洛近日在参观“永恒的
孔子”主题图片展后说。

加洛告诉记者，展览让他
了解了许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知识，希望将来有机会去中
国看一看。他还流利地说出了
龙、兔和鼠等中国生肖动物的
名称。

当天，马耳他中国文化中
心在该学校举行“永恒的孔子”
主题图片展。展览以图叙事，
分为孔子生平与思想、衣食住
行乐、世界影响三个版块，介
绍孔子生平事迹、主要成就、
儒家思想内涵及文化魅力。展
览带领观众穿越古今，共同感
受孔子思想的永恒魅力。

展览期间，马耳他中国文
化中心还向学生们展示了后母
戊鼎的仿制品、中国瓷器、十
二生肖剪纸以及迷你熊猫屏风
等文化艺术品，这些独具匠心
的展品同样引起了他们的浓厚
兴趣。

除了参观图片展和欣赏展
品，学生们还踊跃参与关于中
国的问答互动活动，答对的学
生可以获得中国结、印有中国
名胜古迹的冰箱贴等精美礼物，
现场气氛热烈。

学生马克西姆·安东琴科
表示活动让他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国文化。他一边向记者“炫
耀”手中的中国结，一边兴奋
地说，他一眼就认出了中国文
化中心工作人员展示的图片是
四川的乐山大佛，因此得到了
这个礼物。

“展览不仅激发了学生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好奇心，也
促使他们去进一步探索和学习中国文化，甚至未来去中
国旅行。”学校副校长克莱尔·扎赫拉高兴地对记者说。
她表示，学校与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有很多合作，期待
未来举办更多文化交流活动。

教师丽塔·米卡莱夫表示，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一
个了解中国文化的宝贵机会，这让他们受益匪浅，她自
己也从中受益颇多。

教师玛丽亚·苏丹娜表示，非常高兴看到学生们对
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马耳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帮助学生们了解和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化至关重要。

活动期间，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袁媛还向学校
图书馆赠送了一批图书，包括马耳他语版 《论语》 和英
文版 《马耳他人眼中的中国》，这些书籍为学生们进一步
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源。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文仙）

第五届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呼吁——

携手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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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轨告捷 施工快速推进
——探访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施工现场

图为近日在匈牙利多瑙沃尔沙尼拍摄的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多瑙沃尔沙尼
牵引变电所。                               

                                          新华社记者  陈  浩摄

11 月 24 日，法国巴黎香榭丽舍
大街迎来一年一度的点灯仪式。从
11 月 24 日起至 2025 年 1 月初，整条
香榭丽舍大街将在每天 17 点至午夜
被节日灯饰点亮，12月24日和12月
31日将通宵不灭。

上图：点灯后的香榭丽舍大街。
左图：人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上

拍照留念。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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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电 （路博舒）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国铁集团郑州局”） 发布数据显示，
11 月 22 日，随着 X8035 次中欧班列 （郑州） 从国铁
集团郑州局圃田车站发出，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开
行中欧班列 （郑州） 突破 1 万列。该班列将在 16 天
内抵达波兰马拉舍维奇。

自 2013 年 7 月 18 日中欧班列 （郑州） 开行以来，

国铁集团郑州局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努力构
建连接中国中部地区与亚欧大陆的物流通道。

国铁集团郑州局统计显示，今年 1 月至 10 月底，
中欧班列 （郑州） 累计开行 1797 列，发送、到达货
物 15.98 万个标箱，较去年同比分别增长 14.39%、
16.27%。目前，中欧班列 （郑州） 通达欧洲 40 个国
家 140多个城市。

中欧班列 （郑州） 开行突破 1 万列

    新华社罗马电 （记者张馨文） 联合国世界粮食
计划署 （世粮署） 近日在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5 年
全球展望》 报告中说，2025 年需要 169 亿美元资金用
于援助饥饿群体。

报告评估了世粮署开展行动的国家和地区的粮
食安全最新状况，并概述了世粮署 2025 年应对饥饿

问题的行动计划。
报告指出，截至目前，有 74 个国家的 3.43 亿人

面临突发性粮食不安全问题，较去年增加 10%，比疫
情前多出近 2 亿人。在许多世粮署开展行动的国家，
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实施援助变得越发困难，成本
更加高昂。

世粮署：2025 年需要 169 亿美元资金用于援助饥饿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