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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馆内，6 天 30 次奏响《义勇军进

行曲》，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的场景令

人动容；田径场中，葛曼棋和谢震业先后

在百米决赛中率先冲线，亚运会历史上

首次由同一个代表团运动员包揽男女百

米金牌，“大莲花”爆发出的欢呼声震耳

欲聋；网球场里，女单会师决赛、男单勇

夺冠军，书写中国网球新的历史，《歌唱

祖国》的歌声响彻“小莲花”上空……

这是杭州亚运会上一场场激动人心

的比赛，这是赛场内外一幕幕感人至深

的瞬间。竞技赛场总能激发人们强烈的

爱国情感，带给人们强大的奋斗力量。

杭州亚运激战正酣，一抹抹“中国红”在

亚运赛场舞动；亚运荣光闪耀神州，一份

份“亚运情”在人们心间激荡。

五星红旗的力量

9 秒 97！时隔 5 年再破 10 秒大关！

30 岁的谢震业在 9 月 30 日晚上化作一

道红色的闪电，让“大莲花”成为狂欢的

红色海洋。夺冠两小时后的“十一”凌

晨，谢震业在社交媒体发文：“为华诞献

礼，给祖国母亲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我会继续努力的。”

把 金 牌 献 给 祖 国 ，为 国 家 荣 誉 而

战——谢震业的心声，也道出了全体中

国选手的共同心愿。

“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

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在中

华体育精神的映照下，体育承载着国家

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

从亚运到奥运，从夏奥到冬奥，五星

红旗一次次高高飘扬，《义勇军进行曲》

一次次响彻赛场，中国体育健儿心中都

有一个信念：自己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

子；自己的背后，永远有强大的祖国。

“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的精神。”这是矢志报国的信

仰，更是五星红旗的力量。

这份力量，让体育健儿们勇挑重任、

破浪向前。

前一晚在开幕式上与“数字火炬手”

共同点燃杭州亚运会主火炬，第二天就

打破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

不到 24 小时，汪顺的身影在两个历史瞬

间里定格。

这份力量，让体育健儿们忘我无私、

为国出征。

此前登上高尔夫球女子世界第一宝

座 的 殷 若 宁 ，帮 助 中 国 队 获 得 女 团 铜

牌。在她的心中，能够身穿中国队队服

度过国庆节，可以在亚运赛场度过 21 岁

生日，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亚运会与职业选手较为看重的职业

比赛时间衔接紧凑甚至有重叠，但张之

臻、吴易昺、郑钦文、朱琳等中国顶尖网

球选手一致选择参加亚运会。当被问及

原因时，中国女子网球“一姐”、21岁的郑

钦文没有丝毫迟疑：“为了国家的荣誉。”

赛场内外的感动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现场，当巨大的

红绸从眼前飞掠而过，《我爱你中国》的

旋律在耳畔回响，那一瞬间，所有观众热

泪盈眶。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

响亮……”《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一遍

遍在杭州亚运会赛场唱响，唱出了身为

中国人的自豪，唱出了人们心底的感动。

10月 1日，中国乒乓球队延续“国球”

传统，相继夺得男子双打和女子单打的金

牌。在举国欢庆之日捍卫“国球”荣誉，让

观众们度过了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国庆节。

1948 年出生的谷子来自上海，年逾

古稀的她对乒乓球项目充满特殊的感

情。“‘国球’的辉煌历史深深印在共和国

的成长记忆中，也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

们砥砺前行。”谷子在看台上不停地挥舞

国旗，她说，杭州亚运会上，最想看的项

目就是乒乓球。“从运动员身上，总是能

够看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

那些历史记忆已刻入血脉，新的成

长记忆正在生成。

在跆拳道比赛现场，一群来自西藏

自治区那曲市的观众为中国运动员尽情

呐喊，忘我加油，他们是那曲市色尼区第

三中学的 14 名师生。亚运会前，浙江省

援藏指挥部了解到师生们对亚运赛场的

向往，特意为他们购买门票，邀请他们游

览杭州、观看比赛。

学生尼玛措姆特意穿上了自己的藏

族节日服装。“能在现场观看亚运会比赛

特别荣幸、特别自豪。祝愿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尼玛措姆说。

赛场上，有运动员们奋力拼搏的身

影；看台上，有观众手中有力挥舞的国

旗……置身其中，就会立即被扑面而来

的热烈气氛深深感染，瞬间被激荡奔涌

的爱国热情彻底打动。

跨越时空的豪情

10月 1日 6时许，杭州市国庆升国旗

仪式在钱江新城市民中心广场上举行，自

发前来的市民庄严肃立，齐唱国歌，仰望

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晨曦中冉冉升起，共

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4周年。

北京，地坛体育馆，羽毛球、乒乓球

等场地难有空闲，保龄球场满是欢声笑

语。33 年前，这里曾是北京亚运会首枚

金牌诞生地。

“33 年来，地坛体育馆从亚运会的

竞赛场馆，逐渐转变为群众休闲健身的

主要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局长段

勇说，“我们今天共享亚运荣光，表达爱

国热情，不仅是为运动员加油，为胜利者

喝彩，更要用实际行动助力体育强国建

设，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弄潮儿向涛头立。杭州亚运会也更

加激发了大江南北的奋斗豪情。

看到国家队在亚运赛场披荆斩棘、高

歌猛进，曾经入选过中国女足国家集训队

大名单的江苏女足球员邵子钦心中梦想

更加清晰。“希望中国女足在本届亚运会

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邵子钦说，“自己

也会不断进步，期待能早日为国征战。”

申办亚运时作为申亚形象大使、火炬

接力中成为第一棒火炬手、开幕式上担任

执旗手……在亚运会上，杭州籍游泳奥运

冠军罗雪娟肩负起更高的使命和任务；对

于亚运会，她也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教师的罗雪

娟说：“完成杭州亚运会的一系列任务

后，我将回到学校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我要把亚运赛场上的爱国热情和青春风

采，把心中的亚运荣光和奥运梦想，传递

给更多年轻人。”

亚运之光，映照神州；爱国之情，炙

热蒸腾！当亚运遇上国庆，这必将是一

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假期。“中国红”成

为杭州亚运会最动人的风景，“亚运情”

成为神州大地最绚烂的情感。让我们共

同祝愿体育健儿再创佳绩，共同祝福伟

大祖国繁荣昌盛！

（据新华社杭州 10月 2日电 记者

孔祥鑫、王恒志、王春燕、夏亮；参与记

者：高萌、王君宝、张泽伟、赵建通、罗羽、

赵旭、朱青、马锴、季嘉东、张逸飞、许仕

豪、岳冉冉、卢羡婷、李典、陈晨、刘扬涛、

许东远、周万鹏、姚友明、胡佳丽）

上图：10月 2日，中国选手朱雪莹夺

得杭州亚运会蹦床比赛女子个人冠军。

图为朱雪莹（中）在颁奖仪式上。

本报记者 王传顺摄

舞动“中国红” 激荡“亚运情”
—爱国热情在赛场内外涌动

历 时 8 年 建 设 ，今 日 正 式 启 用 ！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合作建设的雅加达

至万隆高速铁路，是中印尼两国务实

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承载着印尼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雅万高铁为印尼

经济发展带来加速度，为地区经济腾

飞插上“梦的翅膀”。

雅万高铁是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

高速铁路，是中印尼两国高度关注的

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是国际上

首个由政府主导搭台、两国企业合作

建设和管理的高铁项目。8 年来，两

国政府、有关企业和铁路建设者们为

雅万高铁建设付出巨大努力。双方团

队同心协力，在勘察设计、工程施工、

装备制造、运营管理、人才培养、技术

分享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全要素、全系

统合作，生动诠释了“一带一路”倡议

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雅万高铁的建成将为印尼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最直接的好处就

是创造更加便捷的出行条件。印尼首

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的通行时间

从 3 个多小时缩短至 40 多分钟，将有

效缓解两地通勤交通压力。正如印尼

总统佐科所说，雅万高铁所使用的技

术、达到的速度等对印尼民众来说都

是“崭新的”。高铁正式启用将进一步

优化当地投资环境、增加就业机会，有

力带动沿线商业开发和旅游发展，甚

至形成新的增长点，加快形成高铁经

济走廊，成为一条全面服务于印尼人

民的发展之路、民生之路、共赢之路。

雅万高铁的建成，是中印尼共建

“一带一路”结出的硕果。在共建“一

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与印尼合作打造

了一批基建互联互通精品工程，涉及

电站、路桥、水坝、通信等领域，为印尼

“联通千岛”作出积极贡献，为当地民

生带来便利。以雅万高铁项目为例，

该项目 75%以上的服务和采购是在印

尼当地，对本地供应链和劳动力就业

的拉动作用明显，特别是为印尼培养

了数千名合格的技术人员。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的全面

对接，中印尼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成

果，中印尼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的“协同

效应”日益凸显。中国已连续 10 年成

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022 年，中印

尼双边贸易额达 1494 亿美元。继续

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两国双园”

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新标杆，同时持续提升经贸投

资合作水平，拓展多领域合作，已经成

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谋求共同发

展的政策共识。

今年是中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10 周年。10 年来，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两国关系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

段。特别是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

实，2022 年，两国元首在三个月内两

次实现面对面会晤，共同开启两国建

设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今后，双方

将深化更高水平的战略合作，推动中

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

阶，打造发展中大国命运与共、团结合

作、共促发展的典范，为地区和世界注

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

个个标志性工程相继建成：中老铁路

助力老挝实现“陆联国”梦想，金港高

速公路引领柬埔寨迈入“高速公路时

代”，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打通了跨区

域合作黄金大通道……中国与地区国

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给地

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下一

步区域一体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符合世界发

展需求，顺应国际社会期待。今年是

中方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 运 共 同 体 10 周 年 ，也 是 中 国 加 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 周年。中

国愿与东盟国家坚守团结自强初心，

秉持合作共赢精神，建设好双方和平、

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共同家园。

（新华社雅加达 10月 2日电 记

者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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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日电 （记者王

立彬）据自然资源部近期发布海洋经济

运行情况显示，随着对外开放持续深化，

海洋运输平稳发展，“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贸易航线不断拓展。

据自然资源部统计，今年以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不断拓展，

厦门港新增“一带一路”中东直航新航

线，天津港开通直航欧洲集装箱新航线，

河北港口集团首条东南亚集装箱国际航

线投入运营。同时，内贸航线持续丰富，

珠海高栏—深圳盐田组合港正式启用，

助力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间资源互

认；“营口—海口”等多条内贸航线正式

开通。

在此情势下，沿海港口生产总体向

好。上半年海洋货运量 22.0 亿吨，同比

增长 9.8%。沿海港口作业效率稳步提

升，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九大主要沿海

港口 1 至 6 月船舶平均在泊、在港停时同

比分别下降 19.5%、14.6%。其中，广州港

以 0.62 天、0.92 天的船舶平均在泊、在港

停时分别位居全球主要港口第一、第二，

港口装卸作业效率、综合效率全球领先。

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不断拓展

9月 21日至 29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承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

媒体负责人研修班”在新疆举行。来自比

利时、加拿大、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哈

萨克斯坦等 17 个国家的 22 名媒体人，赴

乌鲁木齐、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等地深入采访，与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

并通过专题讲座、座谈交流等活动全面客

观地认识和了解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全貌。

在参访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

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喀什古城、伊

宁市六星街等地后，多国媒体负责人表

示，新疆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多彩繁荣，并纷纷点赞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取得的显著成就。

在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国际大巴

扎，德国《柏林报》经济版编辑西蒙·蔡泽

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他的女儿挑

选一份礼物。他表示，在这里他感受到

了新疆经济繁荣发展。

“我看到了真实的新疆。”西蒙·蔡泽

说，“在德国街头，我会看到流浪汉，但是

在新疆的大街小巷，我看不到贫困、看不

到流浪汉，人们都有工作，生活美好。”

新疆自古以来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地

区，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

部分。多国媒体负责人参访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

术团，参加新疆保护传承发展各民族传

统文化讲座沙龙。他们走进伊宁市六星

街、喀什古城等地，体验当地民俗文化，

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多国媒体负责人认为，中欧班

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喀什综合保税

区等项目成果，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10 年来取得的非凡成就。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2日电 记

者孙雯骥、顾煜）

17 国媒体感受真实新疆

点赞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今年前三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货物同比增幅14%。图为10月2日，一艘海轮停靠广西钦州港自动化码头卸货（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本报北京 10月 2日电 张未、记者

王凌硕报道：据国家航天局消息，10 月 1

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的第 74 届

国际宇航大会期间，国际宇航科学院主

席舒马赫等科学家为中国嫦娥五号团队

颁发了“劳伦斯团队奖”。嫦娥五号总设

计师胡浩等作为团队代表出席颁奖仪

式，并宣布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即将

面向国际开放申请，欢迎各国科学家共

同研究，共享成果。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嫦娥五号返回

器 携 带 1731 克 月 球 样 品 成 功 返 回 地

面。嫦娥五号任务作为当时我国复杂度

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

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未来

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

础。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

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

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

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

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 介 绍 ，“ 劳 伦 斯 团 队 奖 ”设 立 于

2001 年，旨在表彰在宇航领域取得突出

成绩的宇航项目团队。嫦娥五号团队

在技术创新、科学发现、国际合作等方

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赢得国际同行的高

度认可。

嫦娥五号团队

荣获国际宇航科学院“劳伦斯团队奖”
本报北京 10月 2日电 张未、记者

王凌硕报道：据国家航天局消息，10 月 2

日，在第 74 届国际宇航大会期间，国际

月球科研站-国际大科学工程全球网络

论 坛 在 阿 塞 拜 疆 首 都 巴 库 成 功 举 办 。

论坛发布了嫦娥八号任务国际合作机

遇公告，围绕国际月球科研站科学目标

及 工 程 规 划 、国 际 深 空 探 测 焦 点 与 热

点、深空探测领域国内外重大工程开展

交流研讨。

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

航天工程中心、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

200 余名各国航天机构代表及科研人员

参加。

中国探月工程面向国际社会开放嫦

娥八号任务国际合作机遇，欢迎各国与

国际组织加入，开展各项合作。

中国国家航天局始终坚持在平等

互利、和平利用的基础上开展空间探索

合作，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世

界航天事业发展提供新机遇。目前，国

际月球科研站合作倡议得到了全球近

20 个 国 家 和 国 际 组 织 的 积 极 参 与 和

响应。

嫦娥八号任务国际合作项目意向书

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计

划在 2024 年 4 月完成初步遴选，2024 年

9 月完成最终遴选，确认合作项目。

中国国家航天局

发布嫦娥八号任务国际合作机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