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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和几内亚比绍携手推进务实合作，发展蓝色经济，为几比当地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2023 年 5月，中国援建的板丁渔业码头项目移交。中

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投建的水产品加工存储综合设施坐落在板丁渔业码头

附近，是几比目前最大的现代化渔业加工厂。图为板丁渔业码头和水产品加工存

储综合设施（蓝顶建筑区域）。 新华社发

推进务实合作
发展蓝色经济

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南部的瓜拉基

蒂，矗立着一座占地 100 多公顷的光伏

电站。数以万计的光伏板在阳光照射下

闪闪发光，随着地形变化，远看就像起伏

的波浪，颇为壮观。

这是中国广核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所属埃德拉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简称

“埃德拉公司”）运营的电站，由中国能源

建设集团（简称“中国能建”）天津电力建

设有限公司承建，装机 50 兆瓦，2019 年

开始商业运行，为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提供清洁能源。

顺应全球低碳化、可持续发展趋势，

马来西亚近年也在努力摆脱对化石燃料

的过度依赖，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结

构中的占比。中国凭借在光伏发电领域

的领先地位，为马来西亚绿色转型不仅

提供设备，也提供了技术。

为了更好地运维电站，埃德拉公司

还派遣员工到中国培训，维基就是其中

一员。“在中国，我们学习了光伏电站管

理系统的操作方法，也实地参观了光伏

电厂。回来后，我工作更得心应手、也更

有信心了。”维基说。

瓜拉基蒂的光伏电站是中马绿色能

源合作的一个缩影。近年，中企在马参建

的光伏项目不断增加：中国能建江苏省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在沙巴州建设的、采用

跟踪支架的地面光伏项目已经上网发电，

在沙捞越州承建的漂浮光伏发电项目已

经开工，预计今年 10月完工……

在制造领域，中资企业也成为马来

西亚光伏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天

合光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隆基绿能

等中国企业已经在马来西亚投资多年，

促进了当地光伏全产业链发展。

除了光伏产业，马来西亚也将氢能、

生物能源、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

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中资企业凭借在这

些领域的技术，与马来西亚在储能电站、

制氢储氢一体化、氢能源智轨电车等方

面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效。

为了促进能源转型，位于东马的沙

捞越州开始推行使用氢能作为公共交通

工具能源的项目，其首府古晋城市交通

系统项目将采用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

究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氢能源智

轨电车，中车将供应氢能源智轨车辆、信

号系统、车辆段设备等。该项目 2023年 9

月已经交付首列氢能源智轨电车并开始

试跑。

绿色交通成为马来西亚绿色转型的

重要抓手。马来西亚政府鼓励发展电动

汽车产业，以助力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长城、比亚迪等中国车企进驻马来西亚，

推出新能源车型，或者布局本地生产组

装，不仅为当地民众带来智能化乘车体

验，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副部

长刘镇东表示，期待中国企业的经验可

以带动马来西亚技术提升和绿色转型。

（据新华社吉隆坡 7月 15日电 记

者汪艺、毛鹏飞）

中企助力马来西亚能源领域绿色转型

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

级别会议 7 月 12 日在北京开幕，来自

160 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的

代表参会。中外嘉宾表示，围绕全球发

展倡议，会议在凝聚共识、推动合作方

面取得新的成果，为推进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新动能。

中国自 2021 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以来，一直秉持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培

育全球发展新动能的初衷，积极推动

倡议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

在减少贫困、粮食安全、绿色发展等领

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人民从中受益。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力量。当下，

人类社会面临的贫困问题依旧突出。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

中国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

下，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

和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促进减贫经

验分享，推动减贫国际合作。此外，中国

还在贫困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小而美”

项目，切实帮助当地人民改善民生，提升

发展中国家的减贫能力。如在缅甸、老挝

等国推进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帮助坦桑尼

亚提升玉米产量，向基里巴斯派遣农渔业

援助组等。

助力全球实现粮食安全。受极端

天气、自然灾害以及地区冲突的影响，

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愈发严峻。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关于到 2030 年消除饥饿，

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等目标的实

现面临挑战。中国坚持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积极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启

动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三期南南

合作信托基金，举办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大会，发起农耕文明保护倡议，

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中国倡导粮食领域务实合作，已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并通

过分享经验、援助技术、组织人员培训

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综

合能力，为促进世界粮食事业健康发

展，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推动全球实现绿色发展。气候变

化与环境退化及其带来的多种次生灾

害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全球

发展倡议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以积极行动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自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非洲国

家发布《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与太平洋岛国成立中国－太平洋岛国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与数十个发展

中国家签署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

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

治理体系作出重要贡献。此外，中国坚

持以创新驱动推动全球绿色转型发展，

致力于以清洁能源的系统性变革带动

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召开国

际能源变革论坛，发起成立国际能源变

革联盟，为推动全球清洁能源务实合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还

在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就业、减少国家

内部与国家之间不平等、促进工业化、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等方面采取务实

行动，取得了广受国际社会赞誉的成

果。当前，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为世界发展

带来新的更大机遇。中国愿与各方一

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合作走深走实，

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

的美好未来。

全球发展倡议助力可持续发展
■黄 冰

本报讯 张大禹报道：当地时间

14 日，中国海军第 46 批护航编队焦作

舰、洪湖舰结束为期 5 天的补给休整，

驶离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港。

上 午 9 时 许 ，编 队 洪 湖 舰 、焦 作

舰 依 次 解 缆 ，缓 缓 驶 离 卡 萨 布 兰 卡

港 码 头 。 我 驻 摩 洛 哥 使 馆 工 作 人 员

在 码 头 为 编 队 举 行 了 隆 重 的 欢 送 仪

式。

编队离港后，在卡萨布兰卡附近

海域与摩海军“伊斯迈勒”号护卫舰进

行了包括通信操演、联合搜救、编队运

动等科目在内的联合训练。

此次技术停靠期间，编队在焦作

舰举行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7 周年”主题甲板招待会。此外，中摩

官兵还开展舰艇参观等交流活动，进

一步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离开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港

本报达累斯萨拉姆7月16日电 刘

志磊、记 者娄思佳报 道 ：当 地 时 间 16

日，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中国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坦桑尼

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开始进行为期 7 天

的 友 好 访 问 并 提 供 人 道 主 义 医 疗 服

务。这是“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第

二站，也是“和平方舟”第 3 次访问坦桑

尼亚。

上午 10 时许，“和平方舟”号医院

船缓缓抵靠达累斯萨拉姆港。坦方在

码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坦军政

官员代表，中国驻坦使馆工作人员，以

及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代表

等在码头迎接。坦方传统舞蹈、中方舞

龙等表演接连进行，现场气氛热烈。

访问期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将在主平台提供诊疗服务，同时还拟

派出 10 余支医疗分队前往医院、社区、

学校进行医疗巡诊，并与坦方人员开

展联合诊疗、学术交流等活动。此外，

“和谐使命-2024”任务指挥员将拜会

坦军政官员，参观坦海军基地、医疗机

构，部分官兵代表还将参观坦赞铁路、

瞻仰援坦中国专家公墓。

“ 和 平 方 舟 ”号 医 院 船 曾 于 2010

年、2017 年访问坦桑尼亚并提供医疗

服务。今年是中国与坦桑尼亚建交 60

周年，“和平方舟”的再次到来将为进

一步巩固中坦传统友谊、深化交流合

作作出积极贡献。

上图：“ 和 平 方 舟 ”号 医 院 船 靠

港。 桂心骅摄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坦桑尼亚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

本报吉布提 7月 16日电 王宗洋

报道：“参加升旗仪式，仰望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我们来队家属从内心里感到自

豪……”近日，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组

织部分官兵家属来队探亲，并举行座谈

会、参观见学、升旗仪式等活动。

北京到吉布提直线距离 7000 多公

里。为克服行程安排、食宿保障等现实

困难，基地前期多次举行推进会，精心

筹划、严密组织，不断优化流程，确保来

队家属顺利抵营探亲。“把暖心惠兵的

好事做扎实，才能让官兵心无旁骛，扎

根军营建功立业。”基地领导表示。

“东非大地热浪滚滚，基地官兵们在

高温条件下坚持训练执勤，让我深刻体

会到海外官兵肩负的神圣使命。我一定

当好‘贤内助’，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座

谈会上，来队家属任娜娜道出心声。

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组织官兵家属来队探亲

7 月的老挝，阳光明媚，象征美好

与希望的占芭花熠熠生辉。

14 日 ，中 老“ 友 谊 盾 牌 -2024”联

合 演 习 无 人 机 反 制 课 目 训 练 刚 刚 结

束，来自中方参演部队的唐鸿与来自

老 挝 人 民 军 的 贡 通 围 绕 训 练 细 节 和

反 制 设 备 运 用 等 进 行 复 盘 和 沟 通 。

值得一提的是，唐鸿与贡通不仅是本

次 训 练 的 战 友 ，还 是 相 识 多 年 的“ 异

国兄弟”。

友 谊 的 种 子 发 芽 于 2019 年 。 那

一年的中老两军对口帮训活动中，唐

鸿 与 贡 通 一 见 如 故 ，交 流 之 下 更 发

现 ，两 人 都 曾 就 读 于 中 国 某 军 事 院

校。3 年后 ，中老两军开展又一次对

口 帮 训 活 动 。 作 为 中 方 教 学 组 的 成

员，唐鸿来到老挝人民军库玛丹军事

学院，与其对接的老方人员中正好就

有贡通。“贡通很好学，我们的合作非

常默契。”老友的认真与热情，给唐鸿

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中老“友谊盾牌-2024”联演，

唐鸿和贡通第三次见面。“唐鸿很乐意

与我们交流新知识。”据贡通介绍，此次

联演他所在分队与唐鸿所在分队共同

开展无人机反制课目，期间，两人交流

训练心得，共同强化实战本领，合作亲

密无间。

“发现‘敌’2 架无人机正向我通信

枢纽机动。”训练当天，随着“敌情”下

达，唐鸿及时组织展开战斗队形，做好

诱捕准备；贡通和他的老方战友则默

契配合，成功击落目标无人机，圆满完

成任务。

占芭花常开，兄弟情常在。

初见、相识、相知。唐鸿和贡通的

3 次会面见证了中老两军不断深化的

交流合作，更是中老两国两军深情厚

谊的缩影。山水相连，守望相助。近

年来，中老两军持续加强防务安全领

域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了

正能量。

上图：唐鸿和贡通在演训场友好

握手。 李 彬摄

占芭花常开 兄弟情常在
——“友谊盾牌-2024”联演见证中老两军官兵友谊

■本报特约记者 汪尚建 刘 应

新华社联合国 7月 16日电 （记者

王建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15 日

代表“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82 个成

员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一般性辩论上作共同发言时，呼吁国际

社会坚持发展优先，重振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

傅 聪 说 ，国 际 社 会 应 践 行 多 边 主

义，加强团结合作，采取共同行动，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回正轨。国

际社会要将发展置于国际合作的核心

位 置 ，全 力 落 实 2030 年 议 程 。 发 达 国

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

力建设支持，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

诺。国际社会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发

展合作中的中心协调作用，加强各国发

展战略对接，推动构建普惠平衡、开放

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

格局。

傅聪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全球减贫

合 作 ，不 让 任 何 一 国 、任 何 一 人 掉 队 。

傅聪说，要努力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全

力实现零饥饿目标。国际社会要加强

粮食生产储运、节粮减损等方面合作，

促进粮农系统转型，增强发展中国家粮

食自给能力。发达国家应加大对发展

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持。各国要推动

完善公正合理的国际粮食贸易秩序，充

分发挥联合国粮农机构作用，维护国际

粮食市场稳定，避免将粮食安全问题政

治化。

他表示，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要全

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其《巴黎协定》，发达国家要率先大幅

减排，提前实现碳中和，并切实兑现气候

资金等方面承诺。

傅聪说，今年 9 月联合国将举行未

来峰会，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全球发展

倡议之友小组”将继续建设性参与未来

峰会筹备进程，推动构建各国共享的美

好未来。

中国代表呼吁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