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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动实践，增添多国走绿色发
展之路信心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飞沙走

石的荒原，现在已收获第一批蔬菜。”

非洲青年迈杜满眼喜悦。

迈杜曾在中国湖南大学求学，回

国后进入毛里塔尼亚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部工作，参与了一系列与中国合

作的生态项目。如今，他正带领本地

团队，协助中方运用科研试验与社区

参与的办法，探索适用于撒哈拉沙漠

南缘到草原地区过渡地带的生态修

复方案。

“得益于中方传授的滴灌技术和

防风固沙体系，我们种植了大量果

树，也试种了多种蔬菜，效果显著。

更重要的是，当地居民特别是年轻人

积极参与进来，不少人掌握了农业技

能，找到了就业机会。”他说。

为抵御撒哈拉沙漠南侵威胁，包

括毛里塔尼亚在内的 11 个撒哈拉以

南国家制定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

——建设一条宽 15 公里、长度超过

7000 公里的森林防护带。作为这项

跨国生态工程的组成部分，“中非绿

色技术公园”的建设技术和经验都来

自中国的“绿色长城”——“三北”防

护林工程。

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退

耕还林还草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中

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荒漠化土地和

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近年来，中

国通过开设培训班、举办国际沙漠论

坛、成立跨国防沙治沙中心等措施，

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同各

国分享治沙技术和经验。“我们从中

国‘绿色长城’的建设成果中，汲取信

心和经验。”非洲“绿色长城”毛里塔

尼亚国家署总干事西德纳·艾哈迈

德·埃利说。

2019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向第

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致贺信中

指出：“面向未来，中国愿同各方一

道，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共筑生态

文明之基，携手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保

护，为建设美丽清洁的世界作出积极

贡献。”

中国助力全球绿色发展的项目

已惠及多个地区。在太平洋岛国，来

自中国的菌草技术培训项目帮助许

多当地民众摆脱贫困，追求更好的生

活；在非洲，中国发起的“以竹代塑”

倡议不仅有效减少塑料污染，也让竹

子成为当地民众眼中的“绿色金子”；

在中亚，中国的棉花种植和节水灌溉

技术在改善棉农生计同时，助力解决

咸海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加深

了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生

态理念的认同，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毛里塔尼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部长马苏达·巴哈姆·穆罕默德·拉格

达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在中国取得令人瞩目的实践

成果。“看到那些曾经生态退化的地

区已通过修复实现繁荣，我们相信，

毛里塔尼亚也完全有可能建设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家园。”

冈比亚司法部高级顾问基西马·

比塔耶在“两山”理念诞生地——浙

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考察后，对

竹海连绵、古树参天的环境由衷赞

叹。“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兼顾生态环

境保护，优美洁净的人居环境又能促

进百姓增收，还能吸引年轻人回到家

乡振兴村庄，这让我印象深刻。”比塔

耶说，他要把在这里学到的绿色发展

经验带回冈比亚。

苏丹外交部参赞加法里·法德勒

拉·赛义德认为，苏丹从中国经验中

学到的重要一点就是，绿色发展并非

只有一种模式，每个国家都可以因地

制宜，找到适合自身的方案。

坚持开放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
产业变革

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以南的

荒漠中，一块块光伏板犹如一朵朵向

阳花，覆盖了 50多平方公里土地。由

中国企业承建的这座阿尔舒巴赫光

伏电站，预计 35年内的总减排效果相

当于新增植树 5.45亿棵。这是中国方

案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合作的一

个范例。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

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一诺千金。目前，中国的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

稳居世界第一，已构建了全球最大、

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

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

2023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

度较 2012 年下降超过 35％。英国能

源智库 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

全球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增量一半以

上来自中国。

在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

协会主席纳赛尔·布希巴看来，中国

带给世界的不只是先进技术，更是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数据显示，中国向全球市场提供

了约 60％的风电设备和 70％的光伏

组件设备；仅在 2023 年，中国风电和

光伏产品就帮助其他国家减排二氧

化碳约 8.1 亿吨。美国《纽约时报》网

站刊文指出，中国“各类绿色能源技

术正在沿着一条惊人的指数曲线上

升”，“改写了全球绿色转型的故事”。

津巴布韦经济学家布雷恩斯·穆

谢姆瓦认为，非洲从中国日益成长的

绿色能源产业中受益匪浅，尤其是中

方生产了太阳能电池板等发展中国

家可负担的绿色能源产品。

今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向气候和

公正转型领导人视频峰会发表致辞

时指出：“要以开放包容超越隔阂冲

突，以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变

革，使优质绿色技术和产品自由流

通，让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

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中国在技术共享与绿色投资上

展现了开放胸怀。”老挝资深外交官

西昆·本伟莱说，中国通过技术共享、

能力建设和项目合作，帮助广大发展

中国家提升气候韧性和绿色发展水

平，这种务实高效的南南合作，为全

球气候行动注入新动力。

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经济

和社会理论家杰里米·里夫金说，中

国推动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大力发

展智慧电网，促进分布式能源建设，

对于缩小不同国家、地区在能源获取

和使用上的差距至关重要。

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全球环
境治理体系

2025 年是《巴黎协定》达成 10 周

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80周年。习近平

主席向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视频

峰会发表致辞时强调：“无论国际形

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国际合作的努

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实践不会停歇。”

计利天下，言出必行。中国多次

在国际场合倡导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全面

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率

先发布《中国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国别方案》，为《巴黎协定》的达

成和快速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实施

“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计划，打造“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

关系，与超过 40 个国家的 170 多个合

作伙伴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

际联盟。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世界农用

林业中心高级顾问彼得·吉尔鲁思认

为，中国将自身理念与多边合作结

合，推动各国在气候行动和生态保护

方面作出共同承诺，并在履行国际公

约方面展现出责任感。

“我们感谢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

多边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柬埔

寨环境部国务秘书祝巴里说，众多发

展中国家都因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

的积极贡献而受益。

多年来，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推

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

境治理体系，致力于汇聚团结合作的

全球南方力量。

通过建设低碳示范区、开展减缓

和适应项目、举办能力建设交流研讨

班等方式，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

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

目前，中国已与 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

署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

录，累计举办 300 多期能力建设研讨

班，为 120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 1万余

人次培训名额。

毛里塔尼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部长拉格达夫说，中国的绿色行动

“增强了我们走绿色发展道路的信

心”，中国已成为全球推动自然资源

保护国际合作和发展的“支点”。

“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

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以人类前

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中国将继

续以中国智慧、中国担当推动绿色发

展，与各国并肩同行，让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之路行稳致远。（参与记者：郑

可意 谭晶晶 杜哲宇）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携手推动绿色发展 共筑生态文明之基
新华社记者 葛晨 张代蕾 司源

撒哈拉沙漠南缘，热浪蒸腾，细沙飞舞。广袤沙海中，一抹青绿展现勃勃生机：井然有序
的田垄内，绿油油的果树、菜苗茁壮生长；墨蓝色的太阳能板整齐排列，为灌溉系统提供源源
不断的清洁电力。

这里是“中非绿色技术公园”毛里塔尼亚示范项目现场。项目毛方协调员图拉德·迈杜
告诉新华社记者，项目实施以来，区域内风沙得到有效遏制，“与中国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了荒
漠化防治的新路径”。

在平沙万里间绘就生态画卷，是中国理念与中国方案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不仅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以实际行动，与各方携手推动共建一个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

◀ 这是 2025 年 1 月 18 日在毛里塔尼亚伊迪尼村拍摄的中国援毛里塔尼亚畜牧业技术示

范中心（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司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