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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3600 多个日夜，见证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从一颗梦想的种子，

成长为促进全球合作的繁茂大树。最

新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充

分印证，共建“一带一路”顺潮流、得

民心、惠民生、利天下，开拓了各国共

创光明美好未来的机遇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属于

世界。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

国日内瓦总部强调：“我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翻开白皮书，一系列数据和重大

项目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的

缩影：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与五大

洲的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7.4 万列，运

输近 700 万标箱，货物品类达 5 万多

种；中国已与 144 个共建国家签署文

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件……

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

为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

致力于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合作

项目，为世界各国繁荣发展提供了理

念指引和实践路径。

这是一条在互利共赢中共谋发展

的机遇之路。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总钥匙。共建“一带一路”始终聚焦

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着力解决制约

发展的短板和瓶颈，不断深化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推动

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同繁荣。

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园”及中白

工业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

园、中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

区……10 年来，中国企业与共建国家

政府、企业合作共建的海外产业园超

过 70 个；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

过 3800 亿美元，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蛋糕”越做越大。

这是一条在开放合作中共创未

来的机遇之路。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断

涌动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

对话而不对抗、拆墙而不筑墙、融合而

不脱钩、包容而不排他，致力于推动更

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为各国

携手应对挑战、共创未来提供了实现

路径，打开了机遇之窗。

有关统计显示，10 年来，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

模，达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国

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近4000万人

摆脱贫困，使各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当 前 ，世 界 进 入 新 的 动 荡 变 革

期，全球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

显 著 增 加 ，人 类 面 临 前 所 未 有 的 挑

战。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人民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感言：“各国应当抓住

‘一带一路’合作带来的机遇，实现互

利共赢。”

今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 45 周

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必将

携手各国一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

提供更多新机遇。

开拓共创未来的机遇之路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香港《南华早报》近日

援引消息称，澳大利亚政府

在过去八年开展了三次“机

密研究”。这些无党派独立

研究报告的结论近乎一致，

认为澳大利亚“不可能”与

中国脱钩。

其实，澳大利亚即便不

进行“机密研究”，中澳贸易

上的互补关系以及由此长

期形成的互利格局也显而

易见。就拿澳大利亚公开

的统计数字来说，双边贸易已从中澳

建交第二年 1973 年的 1.13 亿澳元上升

到 2022 年的 2842 亿澳元，如果没有彼

此互惠的利益基础，如此大的贸易增

幅恐怕难以实现。“机密研究”、公开

数据和两国建交半个世纪来的实践也

都清晰地表明，中澳合则两利。这一

事实和原理即便一时被刻意掩盖，也

无改两国关系长河的大流向。

经贸合作是中澳双边关系中最

积极、最活跃的推动力量。双方互为

重要经贸合作伙伴，经济结构高度互

补，中国早在 2009 年就成为澳最大的

货物贸易出口市场，对华贸易在澳大

利亚外贸总盘子中占据重要份额并呈

现上升趋势。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2

年中澳双边货物贸易额超过 2200 亿美

元。2023 年上半年，中澳贸易额达到

116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6％。在服

务贸易方面，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显

示，2022 年有近 62 万名国际学生在澳

接受教育，中国内地学生占比 25％，排

第一位。疫情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

大、最有价值”的入境游市场，当前两

国航班还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中国

已成为澳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国。今

年 8 月，中国恢复赴澳出境团队游，为

当地旅游经济注入利好……

中澳合作成果清单还有很多，为

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利益，不断

为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提供新注

脚。中澳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正

是基于这一认识，中方始终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澳关系，

对澳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坚持中

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重要定位，

推动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利益，为地区和

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对于双边贸易

中一些分歧关切，中方努力通过对话

沟通，寻找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反对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致力于同澳

方开展友好交流合作，这一政策没有

改变。

纵观中澳关系 50 余年发展大轨

迹、全球格局变迁大趋势，对中澳关

系发展的大方向应有清晰准确的认

识。这个认识简单朴素，那就是，相

互尊重、互利共赢是维护彼此国家利

益的最好方式。当前中澳关系正处

于企稳向好的重要阶段。去年习近

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印尼巴

厘 岛 举 行 会 晤 ，就 继 续 发

展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达成重要共识。王毅外长

同黄英贤外长在北京举行

外 交 与 战 略 对 话 ，为 落 实

两国领导人共识制定路线

图。今年年初澳方数名高

官接连访华。最近在东亚

合 作 领 导 人 系 列 会 议 期

间 ，李 强 总 理 同 阿 尔 巴 尼

斯 总 理 举 行 了 建 设 性 会

谈 。 双 方 高 层 互 动 频 繁 ，

增强了两国间重建互信、双边关系重

回正轨的正向预期。

从更长时间跨度审视中澳关系，

此前几年发生的波折困难并不能定义

双边关系的本质，更不能因此阻挡中澳

合作步伐。从根本上说，中澳关系终归

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关系，要从各

自诉求和互利合作的基本点出发去看

待两国关系。从相互认知来说，要客

观、冷静、友善看待对方；从定义双边关

系来看，要坚持中澳是伙伴而不是对

手，澳方尤其应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澳

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从历史进程和全球

格局演变来看，独立自主、不受第三方

影响或干扰推进中澳双边关系，才是维

护彼此利益的最好方式——跑歪、跑偏

了，上的是别人的道儿，耽误的是自己

的行程。

中澳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西

方国家关系前列。一个健康稳定的中

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

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繁荣。相信双方只要本着坚持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

精神，必会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持续改善和发展。

澳大利亚“机密研究”的结论并非什么秘密
新华社记者 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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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 伟 大 任 务 和 崇 高 事 业 。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

彦淖尔考察时强调：“要勇

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

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

沙治沙新奇迹，把祖国北疆

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

更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

上取得更大成就。”我们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为指引，勇担使命、不畏艰

辛、久久为功，不断创造新

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

发展，就一定要防沙治沙。

土地沙化是威胁国土生态

安全的重大隐患，防沙治沙

是一项影响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生态问题。要充分认

识到荒漠化防治的必要和

重要性，以强大的使命担当

为荒漠化治理做出实实在

在的贡献。近年来荒漠化

防治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

还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荒漠化

治理任务依然繁重，荒漠化治理区域

存在再次沙化风险。荒漠化防治任重

而道远，应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站在

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校准工作方位，切实增强各方防沙治

沙 的 思 想 自 觉 、政 治 自 觉 和 行 动 自

觉。形成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科技支

撑、法规保障的治沙模式，促进各方以

强大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把防沙治沙的责任扛在肩

上，坚持做到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分

类施策、力求实效，推动防沙治沙取得

更为突出的成就，促进“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华丽转变。

防 沙 治 沙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历 史 任

务，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稍有松懈

就会反复出现。以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的干劲推动荒漠化综合防治常态

化，推动荒漠化防治取得突破性进展

和实质性成就。要认真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以强大的组织机制压

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推动荒漠化防治常态化。以一以贯之

的系统观念持续实施森林和湿地保护

修复、脆弱湖泊综合治理和水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程，增强水源涵养、水土保

持、水质修复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科学部署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

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按照集中集约

集聚的思路，摸清底数、系统规划、统筹

推进，将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向

两大沙地集中，大力实施区域化防风治

沙固土长期攻坚行动，抓好沙化区北营

造林、草原生态建设、半固定沙地治理、

科学治沙等重点项目建设，锲而不舍将

防沙治沙这项崇高的事业一年接着一

茬接着一茬干下去，形成荒漠化防治的

持久合力，增强荒漠化防治的长期性和

稳定性。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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