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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新闻·广告

亲眼见证钱凯港开港，秘鲁工程师奥
马尔·阿拉约在现场欢呼中感受着“炽热
的喜悦”；回首中老铁路开通三年的历程，
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那为老挝人民
梦想成真而激动万分……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
机遇属于世界。”2023年金秋，习近平主席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的真挚话语，展现一个东方大国立己达
人、胸怀天下的格局和担当。

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中国持续以互联互通推动发
展、以互利互惠谋求共赢，着力培育新质
生产力、开拓新的增长点，同广大发展中
国家携手同行，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的世界，为助力世界现代化建设
注入信心和动力，取得丰硕的新成果，凝
聚起更广泛共识。

增益天下，改善民生福祉
11 月 14 日，夜幕中的钱凯港灯火通

明，吊桥将一个集装箱从“秘鲁轮”卸下，将
另一个集装箱装上“新上海轮”。这个中秘
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正式投入运营，
一条新时代亚拉陆海新通道由此诞生。

担任钱凯隧道项目秘方总工程师的
阿拉约当时就在港口，通过直播屏幕见证
习近平主席和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共同
宣布开港。回忆起那一刻，阿拉约依然心
潮澎湃：“这条新通道上流转的货物与技
术将影响历史进程。”

2023 年 10 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
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
动。一年多来，八项行动稳步推进，成果
斐然。从铁路到港口，从电力到通信，一
项项新成果、新进展点亮全球共同发展之
路，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第二个十年建
设奠定良好开局。

第 10 万列中欧班列——X8083 次中
欧班列（重庆—杜伊斯堡）11月15日从重
庆团结村中心站开出，驶往德国杜伊斯
堡。十年前，习近平主席对德国进行国事
访问期间参观杜伊斯堡港，见证了一列从
中国重庆始发的班列满载货物抵达。

如今，新时代的“钢铁驼队”已跑出全
新纪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0 万余
列，发送货物超 1100 万标箱、货值超
4200 亿美元。重庆团结村中心站已从昔
日的铁路小站发展成为国际化铁路大
站，杜伊斯堡吸引了大量物流仓储企业
入驻，从一度资源枯竭的小城蜕变成为重
要物流枢纽。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
克尔·恰普克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以物流融通带动贸易往来，进而促进产业
繁荣、地区发展，让各国民众受惠。

今年12月3日，中老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的旗舰项目——中老铁路将迎来运
营三周年。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那
对三年前铁路通车仪式记忆犹新，至今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连线中的一句话：

“铁路一通，昆明到万象从此山不再高、路
不再长。”宋玛·奔舍那说，这条现代化铁
路为老挝人民的减贫事业注入动力，为老
挝带来投资和发展的机遇。

如今，中老铁路上的国际旅客列车广
受欢迎，带火跨境游。在中老铁路终点万
象，万象南换装场一片繁忙景象。毗邻货运
站的另一个中老“一带一路”合作项目——
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发展态势喜人，已吸引来
自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多国企业入驻。

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国际问题与公
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通孟戴维说，共建

“一带一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连通
性，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助力各国
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共
同愿景。

战略对接，持续扩大“朋友圈”
11 月 20 日，巴西利亚总统官邸黎明

宫气氛热烈。习近平主席同巴西总统卢
拉共同宣布，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
西发展战略对接。中巴这对“黄金搭档”
开启携手发展振兴的新航程。

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鲁伊·科斯塔现
场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们对两国战略
对接期望很高，相信这将进一步释放巴西
经济活力。”他说，巴西正大力推进的“加速
增长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发展
战略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
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
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

‘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
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
迎。”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时这
样强调。

从环连亚欧、穿越非洲到在拉美地区
全面展开，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朋友
圈”越来越广阔，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
量越来越高。

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
策到蒙古国“草原之路”发展战略，从越南

“两廊一圈”框架到沙特“2030愿景”，从欧
亚 经 济 联 盟 建 设 到 非 盟《2063 年 议
程》……多个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与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一批重大标志
性项目建设落成，汇集起各国共同发展的
最大公约数。

“共商共建共享，共创美好未来。”位于
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附近，山坡上由中文
和马来文写就的两行大字格外醒目。作

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马来西亚“昌明
经济”框架深入对接的重点项目，东海
岸铁路项目承载着连接马来西亚东西
海岸、助力当地经济发展跑出加速度的
梦想。

中国印尼两国元首亲自关心推动和
见证启用的雅万高铁，是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和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对
接的标志性项目。一年多来，两国团队在
高铁运营管理、人才培养、技术转让等方面
全方位合作。印尼青年阿里斯塔已能在中
国教练指导下驾驶高铁列车，这让他倍感
自豪。

“这种合作彰显平等互利的伙伴关
系。”印尼-中国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韦
罗妮卡·萨拉斯瓦蒂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支持所有国家
平等参与决策，也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莱米·尼翁盖
萨·穆拉库说，共建“一带一路”与肯尼亚

“2030年远景规划”对接，已高效实施一大
批项目，赢得肯尼亚及周边国家的高度认
可。“中国秉持不干涉内政和无附加条件
的发展合作模式，更符合非洲国家发展需
求，受到广泛欢迎。”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当志合者彼此
尊重，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建“一带一
路”的征程上必然应者云集，将这条繁荣
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

面向未来，赋能全球南方现代化
在11月18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
主席将“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列
为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之首。

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
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
平台，这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的初心。

“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
‘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努力实现更
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
量、更高发展韧性”……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座谈会上谈思
路、讲路径，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指引
方向。

面向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将锚定创
新发展，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
绸之路赋能，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实现高质
量发展。

中国已与 30 多个国家发起“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积极帮助各

国加强绿色人才培养；实施“绿色丝路
使者计划”，为 100 多个共建国家培训数
千人次；“丝路电商”蓬勃发展，成为中
国与共建国家双多边经贸合作新渠道，
众多特色商品搭上中国快车，进入全球大
市场。

斯里兰卡“一带一路”组织创始董事、
国际问题专家亚西鲁·拉纳拉贾说，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重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彰显中国对环保型增长的承诺，而
这正是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现代化
的一个重要方面。

面向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将持续完
善机制建设，推动“软联通”走深走实，搭
建更多“心联通”之桥。

从中亚到非洲，越来越多“鲁班工坊”
落地生根，中国职业教育的先进理念惠及
越来越多国家；从太平洋岛国到非洲，菌
草技术培训项目让来自中国的“幸福草”
造福世界，助力共建国家摆脱贫困、迈向
可持续发展……一个个“小而美”项目，铺
就共同发展的阳光之路，搭建起民心相通
的桥梁。

从能源、税收、减灾、反腐败到智库和
媒体合作，中方与共建伙伴不断推进多领
域多边合作平台建设；“良渚论坛”已成功
举办两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进入
新发展阶段；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丝
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等不断成长壮大
……密织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开辟文明交
往新路径，中国与共建国家人文交流日益
深入，持续推动多元文明共同繁荣、和合
共生。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里克·
科尔茹姆巴耶夫说，在共建“一带一路”框
架下，中方加强与共建国家人文交流，积
极促进民心相亲。

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巴
方院长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看来，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始终聚焦全球南方国
家发展，如同连接各国的纽带，致力于推
动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
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
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这
是中国的宣示，也是中国的行动。

中国将与各国一道，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向
着建设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
世界现代化目标前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电

立 己 达 人 益 天 下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新华社记者 张代蕾 赵嫣 张远

12月3日下午，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
了我国首个单一型号火箭 100 次宇
航发射。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有何亮
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未来有何规
划？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
系列运载火箭首任总指挥兼总设计
师龙乐豪。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缘何能创“百发”纪录？

问：长 征 三 号 乙 运
载火箭缘何能创“百发”
纪录？

答：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与长征三号甲运载火
箭、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
共同构成长征三号甲系列
运载火箭。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于 1993 年获批立
项，从 1996 年首飞到完成
100 次发射历时 28 年，是
我国宇航发射次数最多的
单一型号火箭，承担了多
个国家重大工程任务，将
北斗、嫦娥、风云等“乘客”
送入预定轨道。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是一款适应性很强的运载
火箭，其运载能力可以覆
盖世界绝大多数应用卫星
的质量，使得它可以兼顾
国际商业发射和国家重大
工程任务。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可以用于超同步转
移轨道或低倾角同步转移
轨道发射，以及深空探测
器发射，还可以在飞行过
程中实现侧向机动变轨、
多次起旋、消旋、定向等，
这也是其能成为我国宇航
发射次数最多的单一型号
火箭的原因。

本次任务中，型号团
队围绕产品流程优化、可
靠性提升、产品化等方面
对火箭开展了多项技术优
化。同时加强质量管控，
细化分解形成近 50 项保
成功措施，确保任务顺利
实施。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研制进展
如何？

问：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工作进展如何？

答：目前，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
火箭——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研
制工作正有序推进。新一代载人运
载火箭是为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和
着陆器而全新研制的高可靠、高安
全载人运载火箭，未来能将我国奔

月轨道运载能力由 8.2 吨提升至 27
吨，填补我国载人登月能力空白。

这一火箭具有安全可靠、性能
先进、流程创新、扩展灵活等特点，
并且以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为基础，
可以发展近地空间站载人和载货等系
列化衍生构型，推进我国载人运载火
箭升级换代，满足空间站运营任务及
各种应用卫星发射需求。

我国将通过新一代载
人火箭研制，攻克发动机
多机并联、低频弹性控制、
故障诊断及容错重构等关
键技术，进一步提升火箭
可靠性。

当前，长征十号系列
运载火箭已完成一子级动
力系统试车等大型试验，
按照研制计划后续还将
持续开展一系列试验项
目，对各系统设计进行全
面验证。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未来还有哪些规划？

问：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未来还有哪些规划？

答：面向未来，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的发展方向为

“大、快、高、低”——即大
运载能力、快速反应、高可
靠性和低成本。这四点将
是未来我国运载火箭发展
的关键词。

根据我国运载火箭型
谱化发展规划，重型运载
火箭是下一代运载火箭的
核心标志，将支撑我国奔
月轨道运载能力达 50吨，
填补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100 吨级空白，实现跨越
发展，满足深空探测和近
地空间大规模运输等中长
期发展需求。

新型火箭研制是否
会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问：新型火箭研制是
否会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答：智能飞行技术与
运载火箭总体设计技术发
展相辅相成，结合运载火
箭总体设计技术发展历程

和趋势，可将智能飞行技术发展分
为四个阶段，自动控制阶段、有限智
能飞行阶段、增强智能飞行阶段、全
面智能飞行阶段。

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
前三个阶段的发展，正通过研制新一
代载人运载火箭迈向第四阶段。这
一阶段航天运输系统将有效融合人
工智能技术，建立全生命周期、全系
统的智能健康检测系统，实现火箭本
体自主修复。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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