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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金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表重要演

讲，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为全球发展掀开崭新篇章。

10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进入精耕

细作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推动“大基建”

项目到重视“小而美”合作，有力推动参与

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提升当地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大基建”连接大陆
与大海

“这意味着一个‘不同的时代’拉开

序幕。”说起刚刚建成开港的钱凯港，秘

鲁劳工和就业促进部长丹尼尔·毛拉特

这样评价。

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秘鲁钱凯港举

行开港仪式。钱凯港一期工程可以将秘

鲁到中国的海运时间从近 40天缩短至 23

天，节约 20%以上的物流成本。项目不仅

为秘鲁带来丰厚经济收入、创造大量直接

就业岗位，还将有力巩固秘鲁衔接陆海、

联通亚洲和拉美的门户地位，带动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整体发展和一体化建设。

钱凯港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一个缩影。10多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兴

建一座座“连心桥”、一道道“发展带”、一

个个“繁荣港”、一条条“幸福路”，推动多

领域互联互通，勾画连接大陆与大海的合

作新蓝图，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在肯尼亚，蒙内铁路的建设和开通

运营推动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带动沿

线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在希腊，古老的比

雷埃夫斯港被赋予新的活力，从濒临破

产一举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集装箱港

口；在老挝，中老铁路突破重山阻隔，“变

陆锁国为陆联国”；在白俄罗斯，中白工

业园建设为当地带来一座现代化的工业

园区；横跨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连点成

线”“织线成网”，累计开行超 10 万列，通

达欧洲 25 个国家 227 个城市、亚洲 11 个

国家超 100 个城市……

南非前资深外交官赫特·格罗布勒

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

更广泛的区域联通性，促进更大范围的

合作。“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为非洲

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创造条

件，有效改善贸易和就业，对发展中经济

体转型贡献巨大。

“小而美”书写希望
与憧憬

“以前这里是寸草不生的干旱沙漠，

如今在井水浇灌下，小麦等农作物茁壮

成长，充满生机和希望。”在埃及阿斯旺

省，沙漠骄阳下绿油油的小麦构成一幅

引人入胜的自然图景。

中曼埃及公司阿斯旺水井项目副经理

艾哈迈德·萨达尼骄傲地告诉记者，他所在

的水井施工队克服困难，8年来帮助埃及

钻探沙漠水井 540余口，让一片片荒芜的

沙漠有机会变成良田。“每次见到清澈的地

下水喷涌而出，我和同事们都非常激动。”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在非洲

内陆国家马拉维的恩桑杰地区，说起中

国企业正在修建的马班铁路，当地部落

酋长奇蒙博十分激动。铁路大大缩短部

落地区与城市通勤距离，提高当地人收

入水平，还培养大量专业技术人才，让年

轻人对未来有了更多憧憬。

在中国企业工作多年的当地青年乔

伊对记者说，自己学习了测量技术，从技

术“小白”成长为测量工班长，管理一支

小型测量团队。“通过努力，我们全家人

搬进刚建好的新房，开启新生活。”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

实，一大批聚焦民众需求的“小而美”项目

也落地生根，惠及民生、通达人心。无论

是埃及的沙漠麦田、马拉维的青年技工，

还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污水处理厂、太阳

能发电站、杂交水稻和菌草等项目，“小而

美”项目正实实在在提升当地民众福祉。

“我相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正

在塑造未来。”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

非中心执行主任丹尼斯·穆内内告诉记

者，“一带一路”正在改变全球南方国家

的发展轨迹，不仅促进贸易和文化交流，

更让普通民众享受到发展红利。

聚合力共赴发展与繁荣

在阿根廷，高查瑞 300 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是拉美地区最大光伏项目之一。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就提供了约 1500 个

工作岗位，运营后每年为当地政府带来

约 5000 万美元收入，并且间接促进了当

地药材加工业和旅游业发展。

包括高查瑞光伏发电项目在内，不

少发展中国家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后，完成或启动了以往难以推进的一

些发展项目。

对于这种现象，阿根廷国立科尔多

瓦大学教授何塞·马里亚·雷西亚莱·比

亚尼奥分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意义在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解决

了难以获得信贷融资的“老大难”问题，

并且通过项目运营回收建设成本，更好

地惠及普通民众。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首席研究

员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中国推动

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

金融机构，集中资源和力量，为“一带一

路”框架内相关项目实施创造更好条件。

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法学讲师

乔纳森·马托斯告诉记者，之前一些国际

合作项目的融资方式往往带有附加条

件，比如要求资金接收方接受不符合当

地实际情况的要求等，这会加剧富国和

穷国之间的不平等。而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以中长期项目合作机制为基础，

其融资方式充分考虑相关国家具体情

况，更具可持续性，能带来真正的帮助。

同时，共建“一带一路”高度重视各

参与方的战略对接，寻找共同发展最大

公约数，特别是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

领域强化合作。

土耳其安卡拉哈吉·巴伊拉姆·韦利

大学国际问题学者苏艾·妮汉·阿彻卡伦

告诉记者，土耳其近年积极推动自身发

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对接，特别是

共建“一带一路”秉持的绿色发展理念与

土耳其绿色能源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

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中说：

“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甚至

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

界。”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致

力于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合作项

目，中国必将与全球发展中国家共同创

造更多发展新成果，为未来全球发展与

繁荣开拓机遇之路。

（新华社北京12月 2日电 记者宿亮）

“大基建”与“小而美”
—“一带一路”建设惠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英

国媒体采访时就俄乌冲突抛出新的停

火提议，表示在乌方控制的领土被纳入

北约保护的前提下，他愿意停止俄乌间

热战。在乌控领土被纳入北约后，乌克

兰将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被占领土归还

问题。

这是自乌军 2023 年夏季反攻不利

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公开支持先让乌控

区纳入北约的提议。泽连斯基为何改变

立场？相关方反应如何？这份停火提议

能否实现？

立场为何变化

分 析 人 士 指 出 ，泽 连 斯 基 立 场 发

生 变 化 的 主 要 原 因 在 于 战 事 不 利 。

2023 年 夏 季 以 来 ，虽 然 西 方 援 助 不 断

增加，但乌军没有占据优势，相反在各

条战线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塔斯社

12 月 1 日援引俄国防部数据报道称，今

年秋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

波 罗 热 、哈 尔 科 夫 等 地 区 控 制 的 居 民

点 增 加 74 个 ，重 新 夺 回 库 尔 斯 克 州 的

14 个居民点。

乌克兰军事专家亚历山大·穆西延

科认为，泽连斯基的主张虽然并非乌民

众能接受的最好方案，却是基于现实和

西方国家相关提议做出的方案。

近期，乌克兰民意出现变化。据民

调机构盖洛普前不久发布的民意调查，

52%的乌克兰人支持通过谈判尽快结束

战争，比一年前的 27%大幅上升；决心战

斗到胜利的乌克兰人比例则从 63%下降

到 38%。另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 10

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愿意忍受战争

长期化的乌民众比例首次出现下滑，从

2 月份的 73%下降到 63%。乌克兰分析

人士认为，由于目前俄军在各个战线占

据主动，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乌民众支持

停火与实现和平。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 11 月 27 日宣

布，将提名基思·凯洛格出任总统助理及

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据路透社报

道，凯洛格曾提出一项旨在迅速结束俄

乌冲突的计划，内容包括将美对乌军援

的增减作为筹码，迫使俄乌双方进行和

平谈判。特朗普就任后美国在乌克兰问

题上的政策可能转向，也是泽连斯基改

变政策口径的原因之一。

相关方如何反应

美国彭博社文章称，泽连斯基向西

方发出“迄今最明确信号”，表明他准备

在不要求归还被占领土情况下结束俄乌

冲突。

俄罗斯军事专家叶夫根尼·米哈伊

洛夫认为，泽连斯基停火提议目的是试

图阻止俄军前进，因为他在接受英国媒

体采访中指责西方未兑现军援承诺，显

然他准备继续战斗，“和平谈判和战争结

束意味着泽连斯基政治生涯的终结”。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

务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卢茨基表示，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说明乌方想要继

续而非结束战争，这种想法不可接受。

他说，俄罗斯不会再允许西方国家“在协

议的掩护下”武装基辅。

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北约成

员国未能达成共识。乌克兰政治学家弗

拉基米尔·费先科认为，泽连斯基的新提

议并不能增加乌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停火提议前景如何

今年 11 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

解决俄乌冲突的两大条件：乌克兰中立

化、基于当前现实确定俄乌两国边界。

很明显，泽连斯基此次提议内容与普京

的两个条件相距甚远。英国广播公司报

道认为，让普京允许乌克兰任何部分加

入北约都不切实际。

特 朗 普 明 年 1 月 上 任 后 将 如 何 介

入 乌 克 兰 危 机 ，受 到 外 界 普 遍 关 注 。

舆 论 认 为 ，普 京 虽 表 示 愿 与 特 朗 普 讨

论 乌 克 兰 问 题 ，但 没 有 迹 象 表 明 他 准

备通过让步来结束俄乌冲突。今日俄

罗 斯 电 视 台 援 引 美 国 问 题 专 家 拉 斐

尔·奥 尔 杜 汉 扬 的 话 报 道 ，美 国“ 忘 记

了 ”俄 罗 斯 在 特 别 军 事 行 动 上 的 既 定

目 标 ，即 乌 克 兰 中 立 化 和 非 军 事 化 问

题 ，而 这 些 目 前 根 本 不 在 美 国 外 交 政

策议程上。

有分析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乌军正

在重建兵力并计划发动新一轮反攻，以

稳固乌东部和库尔斯克方向的防线。德

国《世界报》文章指出，俄乌冲突过去两

周升级到新高度，俄乌双方都希望在未

来可能举行的谈判前尽量积累筹码。乌

克兰军事评论员叶夫根·季基认为，如果

今冬乌方能解决征兵问题，在西方全面

军援下，乌军在 2025 年初或具备发动反

攻条件。

（新华社莫斯科/基辅 12 月 1 日电

记者刘恺、李东旭）

泽连斯基停火提议前景如何

从上站至今，中国第 40次南极考察中山站的越冬队员已经在地球最南端坚守了一年。他们有的进行地磁观测，有的负责站上通讯……职责不同，但都有一样的信

念与使命。如今，队员们在南极的越冬任务即将完成。做好交接后，他们就要踏上回家的路。图为日前拍摄的南极中山站。 新华社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留学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从很多认识

的中国朋友身上，感受到一种昂扬奋

进的劲头。无论是人人奋勇争先的训

练场，还是周末座无虚席的图书馆，都

让我深切体会到，这个迅速发展的国

家背后的拼搏干劲和奋斗精神。

去年 8 月，我们外军学员和中国

学员一起参加野营拉练。在负重爬山

过程中，一名中国学员不小心摔了一

跤，腿部受伤。我劝他停下来休息，他

却 坚 定 地 说 ，作 为 军 人 必 须 坚 持 到

底。看着他的眼神，我深受触动。

我的老师们也很爱岗敬业。教我

汉语的吴老师是一名年轻的文职人

员。尽管她每天都有很多教学和管理

任务，但当我问她累不累时，她笑着

说：“大家都很努力，我也不能落后。”

在我看来，奋斗的精神蕴藏在中

国的文化基因里。在一些西方神话

中，人们面对灾难或困难时常会束手

无策、听天由命。而在中国文化里，大

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故事，却充满了一

种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精神。

今年 5 月，在学校的组织下，我们

前往贵州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进一

步了解震惊世界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

征。在这场历时两年、跨越十四个省

份的漫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克服重重

困难，历经无数次战斗，最终胜利会师

吴起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只等闲。”每次读到毛泽东的这句诗，

我都能充分感受到中国军队不畏艰

险、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旧址，我

了解到西南联大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艰苦办学的历史。那是一所诞生于战

火中的大学，校舍破旧、条件艰苦，日

军飞机时不时就飞过来进行轰炸。可

就是这所大学，培养出了包括多位中

国“两弹一星”元勋在内的许多人才。

奋斗造就奇迹。留学期间，我了解

到，中国人民攻克众多世界级难题，建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九八抗洪，广大军民抵御了

洪水袭击，保住了重要堤防、重要城市

和主要交通干线，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我还在新闻中了解到，嫦

娥六号返回器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

球背面采样返回，这是中国航天团队不

懈奋斗的结果。

“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

作风……改革开放是干出来的，中国

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

于实干！我想，这种奋斗精神正是中

国式现代化取得伟大成就的力量所

在，非常值得学习借鉴。

（刘薇、本报记者吕德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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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李姝

睿报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 日就

美新一轮对台军售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日

前宣布，美方批准价值约 3.85 亿美元的

对台军售计划。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

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

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破坏

中 美 两 国 两 军 关 系 ，危 害 台 海 和 平 稳

定。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一向恶名

昭著。美方嘴上说的是维护和平、促进

稳定，实际干的却是干涉内政、破坏和

平，国际社会对此早已有目共睹。民进

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不惜以台湾同

胞的安全与福祉为代价，用老百姓的血

汗钱向美交“保护费”，妄图“倚美谋独”

“以武谋独”，最终只能是飞蛾扑火、自取

灭亡。

吴谦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

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

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落实不支持“台独”承

诺，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以实际行

动维护两国两军关系大局。中国人民解

放军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挫败任何

“台独”分裂图谋和外部势力干涉。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新一轮对台军售答记者问

本报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李姝

睿报道：记者 2 日从国防部获悉，12 月 3

日至 6 日，中国海军将在上海举办第二

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包括

喀麦隆、加蓬、尼日利亚等 19 个国家的

海上武装力量将派代表团参会。本届

研讨会以“几内亚湾海上安全形势与合

作”为主题，参会代表将围绕“海洋命运

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环境与地区安全”

“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与海上

安全合作”2 个分议题研讨发言。举办

这次专题研讨会，是中方落实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有关共识成果，推动构建

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海洋命

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旨在深化中非友

好合作，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和挑

战，共同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将在上海举办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 2 日就立陶宛外交部要求我外交

人员限期离境发表谈话。

发 言 人 说 ，11 月 29 日 ，立 陶 宛 外

交 部 在 毫 无 理 由 的 情 况 下 ，宣 布 将 中

国 驻 立 代 办 处 有 关 外 交 人 员 列 为“ 不

受欢迎的人”，要求限期离境。中方对

此粗暴挑衅行径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

反对。

发言人表示，众所周知，立方在涉

台问题上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

两国建交公报中所作政治承诺，导致中

立关系陷入严重困难。中立关系降级 3

年来，立方反而变本加厉，一再破坏双

边关系。

发言人表示，中方要求立方立即停

止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为中

立关系制造困难。中方保留对立方采取

反制措施的权利。希望即将成立的新一

届立政府顺应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切实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为中立关系正常化

积累条件。

外交部发言人

就立陶宛外交部要求我外交人员限期离境发表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