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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日在北京出席
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广大干部群众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大家表示：11年来，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
愿景转化为现实，成为造福各国、惠
及世界的“幸福路”。习近平总书记
在此次座谈会上对当前及今后一个
时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作出全面部署，将坚决贯彻落实、
增强使命担当，凝心聚力推进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
发展新空间。

碧海蓝天，数艘远洋货轮停靠
在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的钱凯港，岸
边智能化设备正在进行吊装作业。
当地时间11月14日开港以来，钱凯
港已经完成6艘船舶装卸作业。

“总书记谈到共建‘一带一路’
取得了重大成就，作为中秘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项目，钱凯
港就是生动写照。”中远海运港口秘
鲁钱凯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波说，
钱凯港在建设过程中就为秘鲁乃至
整个拉美地区带来积极影响。目前
港口已开始试运营，不仅将拉动当
地就业、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助
于打造以钱凯港为起点的亚拉陆海
新通道，构建立体、多元、高效互联
互通新格局。

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机电一
体化……依托鲁班工坊这一职业教
育国际交流平台，先进技术跨越山
海、落地非洲，搭建起世界技能教育
交往交流的“桥梁”。由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和埃塞俄比亚联邦职业

技术培训学院合作建立的埃塞俄比
亚鲁班工坊，运行 3年多来已培养
培训师生员工超1700人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
一路’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
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中国
贡献，让我们深受鼓舞。”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校长郑清春说，“我们
将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分享中
国教育发展创新成果，促进中非职
业教育领域互学互鉴，为增进中非
师生友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作出
贡献。”

由“一条线”变成“一张网”，通
达25个欧洲国家的227个城市以及
11个亚洲国家的100多个城市，班
列速度、运行效率、服务品质和市场
竞争力不断提升，中欧班列成为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缩影。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倍
感振奋。”国铁集团货运部副主任董
晖表示，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发挥国内外协调机制作用，积极构
建“畅通高效、多向延伸、海陆互联”
的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深化运输组
织、口岸交接、市场营销、安全保障、
信息协作等方面合作，统筹推进“硬
联通”“软联通”“心联通”。

当前，世界处于新的动荡变革
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形势更
为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
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
战。这为我们准确认识世界发展大
势、科学把握共建‘一带一路’方向

提供了重要依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说，世界多
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国际社会对和
平稳定、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坚定。
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持续建
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共
建“一带一路”提供新机遇。

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如何把握发展机遇，拓展更高
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
新空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四个相结合”“三个统筹”等一系列
新要求。

北部湾港集团董事长周少波表
示，北部湾港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八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
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安全相结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
相结合、科学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
合、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结合，抓
好夯基础、强联通、促衔接等方面工
作，加快推进集装箱海铁联运一体
化运营，持续扩大服务半径和腹地
范围，打造“一带一路”海陆衔接的
重要门户。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集
团国际业务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
目标。”中国能建集团董事长宋海良
说，我们将统筹处理好基础设施“硬联
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
人民“心联通”的关系，统筹推进海外
新能源重大项目和“小而美”民生项
目，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
展新兴领域合作，打造传统能源、新能
源、非电业务三大产业集群，为全球能
源电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赋能
助力。

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机制建设，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完善“硬联通”

“软联通”“心联通”协调推进机制，完
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机制，完善
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机制建设的要求，让上海虹桥国际中
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任钟晓咏深感使命在肩。

“去年10月，上海获批创建‘丝路
电商’合作先行区。一年多来，我们在
推进开放举措先行先试、加强‘丝路电
商’合作交流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典型
性、创新性发展案例。”钟晓咏说，虹桥
国际中央商务区将围绕国家战略，提
升国际开放枢纽的服务辐射能级，推
广电子提单应用、加强跨境电子支付
合作、推动电子口岸互联互通、扩大电
子发票示范应用，为“丝路电商”高质
量发展试制度、探新路。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
茬干。

“我们将会同各地方各部门单位
抓紧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务实举
措，全面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体系化
机制化建设，持续加强与共建国家的
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合作契合点、结合
点，加快签署更多务实性强的合作文
件，统筹传统领域和绿色、数字、创新、
健康等新兴领域务实合作，着力培育
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感召力的重大标
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更好
造福共建国家和人民，有力支撑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
开放司司长徐建平说。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不 断 拓 展 共 赢 发 展 新 空 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共识指引方向
新华社记者

“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需
要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也需要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12月 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致贺信，倡导加强
传统医药互学互鉴，推动传统医药深度融
入全球卫生体系，促进传统医药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医药更好造福
各国人民。

与会嘉宾和中外人士表示，习近平主
席的贺信为进一步推动传统医药发展提供
了重要指引。要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加强
互学互鉴，凝聚各方共识，进一步深化传统
医药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为维护人民健
康福祉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推动中西医药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这既是对我国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定位与肯定，更是对广
大中医药工作者的鞭策和激励，充分体现
了习近平主席对发展传统医药事业的高度
重视。”2024 世界传统医药大会筹办领导
小组副组长秦怀金说，“我们要始终走好独
具特色的传统医药发展之路，让中医药在
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不断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传统医药历史悠久，是世界各国各民
族智慧与经验的结晶。

“传统医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
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健体系中
占有重要位置。”在伊朗德黑兰医科大学教
授阿米尔·胡曼·卡齐米看来，由于一些传
统医药副作用小、疗效好，不少人对传统医
药很感兴趣。同时，传统医药自身也在不
断发展进步。

来自加拿大的马丁·哈斯已在中国生
活了近20年，目前是湖南中医药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针灸推拿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中医药作为传统医药的杰出代表，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习近平主席贺信中
的这句话，马丁·哈斯十分认同：“中医不
仅是医术，也凝聚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我
想继续学习中医，特别是针灸推拿，未来
成为一名老师，将中医针灸的知识传授给
更多人。”

来自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数据显
示，中医药已传播到 196 个国家和地区，
113 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认可使用针
灸。中医药已成为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
要力量。多年来，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保
持密切合作，推动传统医药深度融入全球
卫生体系，努力为全球传统医学发展作出
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表
示，作为传统医药大国，中国有着许多发展
传统医药的好经验可以分享给世界，世卫
组织近期也与中国签署了新的合作谅解备
忘录，以便更好地同中国在未来几年进行
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当前，人类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
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习近平
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世界的发展与繁荣，需
要各国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领域合作，携
手应对全球卫生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

“坦桑尼亚与中国在传统医学领域能
力建设、知识交流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合
作。”坦桑尼亚卫生部传统医药局治疗服务
司助理司长维尼弗里达·基蒂玛说，中国相
关机构为坦桑尼亚卫生健康工作者提供了中医药培训，帮助他们了解针
灸、草药和按摩疗法等，期待在传统医药基础设施发展和研究方面与中
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加强传统医药互学互鉴”“促进传统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令业界对如何推动传统医药进一步
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赵静致力
于推动中西医学交流互鉴，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与科教人员搭建分享
研讨中医药科研进展情况的平台。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后，她更
加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要继续创新交流传播形式，让更多人了
解中医药，在交流不同医学最新进展与成果的同时，共同丰富传统医
学。”

有近70年历史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近年来立足中医传
统治疗方法，辅以现代化诊疗手段，持续开展中药新药开发、中医智慧
医疗等科研探索。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党委书记刘震说，广安门医院作为中医
“国家队”，将贯彻落实好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主动担当新时代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崇高使命，就中西医协同诊疗等课题开展科研攻关，上
下求索、守正创新，让“中华瑰宝”为服务民众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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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自 2013 年开创性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先后就共建“一带一路”
的战略定位、原则理念、目标任务、
方法路径等作出系统阐述，引领共
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11 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
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
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
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
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
济合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已经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
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为增进
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十一载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

路”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了
重要战略支撑，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提供了重要战略引领。我们以共
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多个国家和地区
构建双边及区域性命运共同体，使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和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不断扩
大合作伙伴关系网。深入推进区域
开放，着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实现
了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从
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个自贸协
定，到稳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
由贸易区网络，从持续缩减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到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
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目产品零关税
待遇……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国

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发展不
断开辟新天地。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
机遇属于世界。11 年来，共建“一带一
路”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开辟了前
景光明的人间正道，为促进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引领了正确前进方向。我们以
互联互通为主线，推动一大批标志性项
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
同共建国家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为
共建国家民生福祉改善作出重要贡
献。雅万高铁让东南亚有了高速铁路，
中老铁路助力老挝实现从“陆锁国”到

“陆联国”，钱凯港成为南美首个智慧港
口和绿色港口，蒙内铁路建设为肯尼亚
创造了近 5 万个就业岗位……这条造
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
宽。我们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促进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
济全球化，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总 结 过 去 ，为 的 是 更 好 走 向 未

来。实践充分证明，共建“一带一路”
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
阳光大道，是通向共同繁荣的机遇之
路，是各国共同发展的大舞台，开辟了
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
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
大公约数。这一倡议顺潮流、得民心、
惠民生、利天下，具有强劲的韧性、旺
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
远。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
路口。坚定“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战
略自信，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
定力，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定能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空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更大贡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上接第一版）一路走来，市
民朋友们或下班后途经此地散
心、或情侣来此约会拍照、或爷
爷奶奶在此遛娃，好不热闹，拉
鲁湿地已经成为了人们喜爱的休
闲之所。

拉鲁湿地，是世界上海拔最
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天然湿地，是
拉萨市氧气的主要补给源，被称
为“拉萨之肺”。拉鲁湿地总面积
超过12平方公里，独特的高寒湿
地生态系统、丰富的高寒湿地生
物多样性及其显著的经济、社会、
生态效益，在涵养水源、补充氧
气、吸收二氧化碳等方面起到重
要调节作用。

近年来，我区通过一系列生
态文明建设与保护工作，特别是
三期保护工程实施以来，拉鲁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进
一步提高，更好地发挥拉鲁湿地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特别是

2019年拉鲁湿地巡护步道向公众
免费开放以来，更是增强了各族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随着管护与治理的逐步深
化，拉鲁湿地内，黑颈鹤、胡兀鹫
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异齿裂腹鱼、西藏高原鳅、拉萨裸
裂尻（kao）鱼、西藏蒿草等高原特
有 动 植 物 在 这 里 生 活 得 怡 然
自在。

生态环境日益变好的同时，
众多鸟类也在拉鲁湿地栖息。
2023年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拉鲁
湿地保护区共有植物 435 种，鸟
类 167 种，在湿地越冬的鸟类逐
年增多。现在，拉鲁湿地越冬的
候鸟从2015年4种6000余只，增
加到2020年越冬候鸟6种10000
余只。2016年截至目前，新发现
鸟类43种，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白尾海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
额雁等。

拉 鲁 湿 地 尽 显 生 态 之 美

新华社天津 12月 4日电（记者
周润健）“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北
京时间12月 6日 23时 17分将迎来
大雪节气。此时节，气温更低，降雪
的可能性更大，我国部分地区或将
出现大雪纷飞的场景。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
十一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三个节
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王来华介绍，这个节气的到来，
意味着仲冬的来临。“小雪封山，大
雪封河”，自此，气温零摄氏度以下
成为我国北方的常态，“雾凇挂满

枝”更会成为独特的自然美景。
本周，冷空气活动十分活跃，降

温明显，新疆、黑龙江等地出现降
雪。“进入大雪节气后，冷空气会更
加活跃，降温也会更加明显，公众要
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安全健康
影响也不容忽视，重点人群要做好
健康防护。”王来华提醒说。

冬天，虽然寒冷，但雪很美。冬，
是雪的摇篮；雪，更是冬的精灵。想
象一下，当“千树万树梨花开”时，大
地仿佛铺上了一层白色绒毯，活脱脱
一个粉妆玉砌的童话世界。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雪花究竟是
什么样子呢？白雪纷纷何所似？东晋
政治家谢安设问，其侄女谢道韫作答：
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闻之而大笑。
谢道韫的回答的确很好。以柳絮喻
雪，给人以春天即将到来的感觉，想象
丰富，意蕴深刻。而谢道韫的文采与
聪慧自此也成为后人传颂的典范。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
台。”“诗仙”李白则用夸张的语气描写
了北方大雪纷飞、气候严寒的景象，尽
显苍茫之美。

而在宋代诗人吕本中的眼里，“雪

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
绝”。他将雪比梅花，又将梅花比雪，赞
的是雪花与梅花共有的晶莹和飘逸。

无独有偶，元代散曲家薛昂夫同
样以雪拟物，“天仙碧玉琼瑶，点点扬
花，片片鹅毛”。三个比喻，形容了雪
的洁白、轻柔、潇洒。

天降飞雪，总是容易让人触景生
情。有人把酒言欢，有人烹雪煮茶，有
人凝目思乡，有人踏雪寻梅。或许，更
多的人想着的是，看雪景、打雪仗、堆雪
人、睡懒觉、听音乐、吃火锅……不论做
什么，它们都是冬日里最惬意的事。

6 日 23 时 17 分大雪：岁末听雪落，心中有清欢

梅蓉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自古文化底蕴
深厚，清代以来遍植梅树，成为江浙一带著名的赏梅
胜地。近年来，梅蓉村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将富
春江沿岸的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结合，大力发展
文旅产业，打造乡村艺术品牌，以文化艺术带动乡村
振兴，吸引了大批农文旅项目入驻，让这个富春江畔
的小村落从美丽乡村转变为艺术乡村。

这是 12 月 3 日，游客在梅蓉村乡村会客厅宏逸咖
啡馆拍照打卡。 （新华社发）

从美丽乡村到艺术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