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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月
15 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
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
话，就世界共同破解“世界怎么
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
发出掷地有声的中国声音：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让团结代替分
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

自 2013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
席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为携手促
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包容和
平衡增长提供中国方案，为完善全
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今年，世界将更多目光投向中
国。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巴
厘岛峰会，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多边
峰会。党的二十大谋划了中国未来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中国将坚
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
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
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为全人类
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
着眼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
实需要，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凝
聚了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在二十
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进一步为全球发展指明方向——

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当
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下行
风险巨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
预测显示，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由
2021年的 6%放缓至 3.2%，明年进一
步放缓至 2.7%。面对各种风险挑
战，分裂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利
益，团结共生才是正确选择。各国
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更加普惠的全球发展。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以来，全球多年发展成果遭到吞噬，
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面临
阻力，南北发展鸿沟继续拉大。各国共同发

展才是真发展，现代化不是哪个国家
的特权。中国呼吁：走在前面的国家
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提供更
多全球公共产品；大国要有大国的担
当，都应为全球发展事业尽心出力。

推动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在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复
苏不稳定不平衡性凸显的背景下，
世界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
发展问题。从深化抗疫国际合作，
到遏制全球通胀；从对发展中国家
减缓债，到促进全球贸易、数字经
济、绿色转型、反腐败，再到确保
粮食和能源安全，中国始终想着发
展中国家的难处，照顾发展中国家
关切，以实际行动支持二十国集团
巴厘岛峰会确立的“共同复苏、强
劲复苏”的合作愿景，为全球发展
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破解时代课题的中国方案，赢
得各方投来的信任票。一年来，“全
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已逾 60
国。如今，中国再次向世界发出

“共迎时代挑战，共建美好未来”的
时代强音，并明确中国行动：创设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将加大
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投
入，制定务实合作清单，设立开放
式项目库，明确全球发展倡议推进
路线图，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推进这一倡议，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助力。

“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
员，也属于全世界。”正如习近平主席
强调的，二十国集团成员都是世界
和地区大国，应该体现大国担当，
发挥表率作用，为各国谋发展，为
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

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必将继续
与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坚守
团结合作初心，传承同舟共济精
神，坚持协商一致原则，以中国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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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一堂课

“同上一堂非遗课”海峡两岸在线非
遗教学活动近日在北京西城和台湾高雄
连线举办。北京青年演员张准带来一段
评书《大美西城》，展现出京城的民俗雅
韵。高雄会场二胡演奏 《望春风》 和舞
蹈表演《讨海人》，则传递了独具特色的
宝岛风情。两地民众相互唱和，将活动
气氛推向高潮。

“红色和白色是主色，请在手心揉成
团，红色如核桃大小，白色如中药丸大
小。红色做兔儿爷的身体，白色做兔儿
爷的头部……”在非遗项目展示及体验
环节，北京面塑代表性传承人冯慧芸带
领京台两地居民亲身体验“兔儿爷”的
制作过程。

自 2013年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便积极推动民间文艺小分队赴台展演，
将大陆的民间文艺和风俗文化介绍给台
湾民众。此番与台湾民众开展互动教
学，冯慧芸也倍感亲切。2015年春节期
间，她曾随“北京文化庙会·台湾之旅”
活动，将面塑作品带去台北展出，并进
行现场教学。“生肖主题的面塑深受当地
小朋友喜爱，许多孩子学做了自己和家人
生肖形象的面塑。看着他们开心地动手
制作，我感到不虚此行”。冯慧芸表示。

在东城区近日举办的“筑梦青春，
圆梦未来”京台青少年交流活动上，来
自史家胡同小学、五中分校、黑芝麻胡
同小学等学校的台生分别表演了武术、
京剧、单簧管演奏和歌曲合唱等。东城
区培新小学校长张燕与学生共同回忆了
和台湾北新小学“两新共上一堂课”的
动人瞬间。

大陆相声演员应宁讲述了两代相声
人和台湾相声界的交流合作经历。12年

来，“中华传统文化两岸行”走进宝岛，
培养了60名能说相声的台湾徒弟。活动
现场播放了台湾徒弟们学习相声表演的
花絮，见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厚植一方土

北京大兴与台湾高雄基层交流活动
上，百余名嘉宾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呈
现当地农产品特色，共话丰收喜悦与乡
村振兴。台湾会场的高雄市大树农会理
事长梁源泰说，高雄市大树区水土丰
美，种植出的水果香味馥郁，行销各
地。期盼两岸同胞能有更多往来，欢迎
北京朋友来大树尝鲜。

台湾农业代表翁静慧说，得益于充
足的日照，大树的特色农产品甜度高，
深受消费者喜爱。西瓜和大兴所产一样
久负盛名，莲雾果色饱满，爱文芒果鲜
嫩多汁。水果经过加工制成的果干、饼
干、棒冰等也大受市场欢迎。

台胞李岳峰的公司今年落地北京，致
力于打造优质绿色农产品。在发展生态
旅游方面，李岳峰也积极探索，先后推出
牡丹节和桑葚节。游客在观赏牡丹、采摘
桑葚之余，也能品尝台湾小吃、畅玩音乐
节，至今已吸引超过2万人次参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短距离出
游多起来，“微度假”迅速崛起，乡村民
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北京怀柔和台
湾高雄连线举办的京台美丽乡村论坛
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数据研究院
执行院长钟栎娜说，大陆民宿发展韧性
足，正改变着城市居民旅行方式。

怀柔井邻栗林花园民宿负责人石晶
介绍，2014年，她曾赴台湾交流学习民
宿经营经验，结识了当地多名民宿业
者。后来其中几人专程到怀柔，体验她
在慕田峪长城边上经营的民宿。“许多台

湾民宿业者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台湾
民宿的文创产品对顾客十分具有吸引
力，希望两岸加强文创合作，使民宿文
化更加生动。”

这里天地宽

“这里聚集了多家证券公司总部，还
有外资金融机构相继入驻。既坐落着老
北京传统四合院，也有一座座现代化高
楼。”作为大陆首个定向开发的高端产业
功能区，北京金融街今年迎来建设与发
展 30 周年。在金融街·青年金融论坛暨
两岸青年金融论坛上，北京金桥鹰石创
投中心投资总监、台青林宜贤说，2013
年，他“登陆”发展的第一站就在金融
街。工作多年，他深觉这里“确实是一
片很大的天地”。

在两岸金融合作方面，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学院金融风险管理学科副教授、
台胞林承铎认为，随着科技金融产业发
展，两岸对数字金融人才都有大量需求，
在人才培养方面展开合作势在必行。两
岸也可通过大数据应用探索和创新信贷
产品，便利两岸民众享受相关服务。

在“走基层”“面对面”石景山区交
流参访活动期间，在京台胞来到全民畅
读艺术书店“台湾青年驿站”，接过北京
市台办赠送的 《台胞百问》 手册。他们
纷纷表示，一册在手，对于在京生活、
求学、实习、购房、社保等日常事宜，
将更加心中有数。

居住在顺义区裕龙小区，并在该区
投资发展的第一批台商姚海宏，通过视
频连线和高雄乡亲“云上团聚”。作为亲
眼见证大陆发展、亲身投入顺义建设的
台商代表，他诚挚地邀请高雄乡亲未来
到北京、到顺义走一走、看一看，同时
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相聚。

“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相聚”
——京台交流活动精彩不断

本报记者 张 盼

说评书、拉二胡、捏面塑……

100余名京台两地民众近日“云

端”相会，尽享中华传统文化之

美。“两岸文化同根同源，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生动的例子。希望

两岸同胞继续手牵手、心连心，

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台湾高雄左营社区联合发展协会

理事长朱明德在视频连线时说。

连日来，围绕文化传承、乡村振

兴、金融合作等主题，京台交流

活动轮番登场，精彩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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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从中
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获悉，印尼当地时间 11月 16
日，一列高速铁路综合检测车对雅万高铁德卡鲁
尔车站至4号梁场间线路进行了全面检测，获取的
各项指标参数表现良好。这标志着中国和印度尼
西亚合作建设的雅万高铁首次试验运行取得了圆
满成功。

本次试验运行主要安排综合检测车对路基、
轨道、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系统进行了全面
检测。该检测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可检测轨
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等设备状态和列车动力
学响应等 60余项参数。试验运行结果表明，该区
段工程各项指标参数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为雅万
高铁后续工程建设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雅万高铁建设进展顺利，全线 13 座隧
道全部贯通，箱梁架设工程完成，正线铺轨正有
序推进；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和综合检测车研制
完成；德卡鲁尔车站至 4 号梁场间 14 公里线路建
成，并成功开展了动车组列车在接触网带电情况
下的热滑试验。

雅万高铁是印尼和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铁，连
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全长142公里，
最高运营时速 350 公里，于 2018 年 6 月全面开工建
设。这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
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
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
国标准。项目建成后，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旅行时
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

雅 万 高 铁 试 验 运 行 圆 满 成 功

本报香港11月 17日电 （记者陈然） 由香港
“一带一路”总商会和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联
合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青年发展高峰论坛 17
日在香港举行。论坛旨在帮助香港青年了解国家
发展战略，助力香港拓展多元发展空间，并为个
人发展找到更长、更新、更广的赛道。

本届论坛以“落实二十大精神，发挥香港平
台作用，助力双循环和‘一带一路’比翼发展”
为主题，共设三个分主题论坛，分别为“传承创
新开拓”“绿色健康专业可持续发展”和“联通融
合共赢”。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在开
幕致辞中表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是适应国
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香港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路径。期待广大香港青年
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优势，挖掘创新创
业的无穷潜力，做共建“一带一路”的推动者。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
本届特区政府非常重视青年发展，正全力制订一

份全面的青年发展蓝图。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培育
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
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一个
重要的切入点，可以让香港青年培养正确的大局
观，参与香港、国家以至世界发展。

香港“一带一路”总商会理事会会长郑翔玲
致辞表示，香港本届政府的首份施政报告在青年
的学业、就业、创业、置业方面制定切实的目标
和行动，相信香港青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及未来。

来自香港青年联会、香港菁英会、香港华菁
会、香港政协青年联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青年
委员会、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青年委员会等 26间协
办机构的300多位青年代表参加了论坛。

青年代表林孝能接受采访时表示，参加此次
论坛，听到不同的企业家和学界人士分享他们的
经验，收获很大。他认为，青年要抱着学习的心
态，多了解祖国的发展，多走多看多学习。

论坛上成立了“国际青年侨商协作平台”，以
团结各界爱国爱港的青年侨商，主动对接国家发
展战略。

近日，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泸州长江二桥正在有序建设，工人们抓紧晴好天气，实施钢桁梁吊装作业。
牟 科摄 （人民视觉）

首届“一带一路”青年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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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11月 17日电 （记者
黄扬、齐湘辉）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
团”的病情令两岸同胞牵挂。记者日前
从台北动物园获悉，目前“团团”的病
情逐渐趋于稳定，食欲也稍微好转。园
方还透露，过去一段时间里，台湾民众
对于“团团”的祝福未曾间断。

台北动物园10月底在大熊猫馆出口
处设置“团团，我想跟你说”的祝福留
言板。在约三周的时间里，数百名民众
到现场留下祝福。如今，出口处的六块

留言板已经贴满了祝福语，希望“团团”战
胜疾病、早日康复。园方表示，馆内出口
处的祝福墙将转为线上。

桃园市信义小学近日专门发起“为
团团祈福，送爱到动物园”书写明信片
活动。据校方介绍，学生们自发参与到
活动当中，用文字与手绘相结合的形
式，为“团团”送上关怀与祝福。

“希望你赶快好起来，可以快乐地
吃，快乐地玩。等到你好了，我们一定
还会去看你呵！”“团团，希望你可以早

日康复，不要被病魔缠身，可以回到以
前自由快乐的生活。”童稚的话语传递着
真诚的问候。不少学生提到了前往台北
动物园游玩看到“团团”的美好回忆，
期盼“团团”早日康复，“团团”“圆
圆”一家四口能够重现和乐融融的幸福
场景。

台北动物园还向来台探视“团团”
的两名大陆专家表示感谢。为更好进行
治疗，台北动物园近期增加了观察“团
团”行为的时间，观察到了“团团”和麻
布袋抱枕互动的细节，发现“团团”会出现
类似人抱着抱枕的行为，十分可爱。此
外，本周“团团”的行动能力也有些许提
升，并且有尝试爬上栖息架的迹象。

台湾民众持续为大熊猫“团团”送上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