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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
15 日电 2023 年世界经济论
坛年会(达沃斯论坛)将于 16
日至20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
举办。这是该论坛年会自新
冠疫情暴发后首次回归传统
方式于1月份以线下方式举
行。本届年会的主题——

“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
作”——既道出了世界面临
的严重危机，也指明了克服
危机的唯一出路。

当今世界面临多重危
机。虽然新冠疫情的威胁在
不断减弱，但地缘政治冲突
和随之而来的能源及生活成
本上涨等问题先后引发诸多

风险，各国领导者不仅要寻
找解决之道，还要为实现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目标建立一个更具韧性和
包容性的基础。出路在哪
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
执行主席施瓦布反复强调的
还是“合作”。

世界的重心转向经济和
民生，各国最需要做的就是
团结一致，凝聚全球力量，一
心一意共谋发展。只有这
样，才能回应被疫情阴霾笼
罩三年多的全球亿万民众的
期望，才能顺应历史的发展
趋势和潮流。

凝心聚力，前提是摈弃

“零和”思维。当今世界，发展
之路上的一大障碍，就是有的
国家深陷霸权主义和保护主
义迷思而不能自拔，总想损人
利己，加剧了世界的分裂。越
是在分裂的时刻，世界越需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
越是需要团结和合作。因此，
凝心聚力共同发展应当成为
世界主流共识。

凝心聚力，首要是树立信
心。年会举办前夕，施瓦布和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
伦德等论坛主要负责人纷纷
对媒体发表讲话，既指出当今
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
希望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和团

结，同时还透露出对世界经济
走势的信心。布伦德多次强
调，中美两国近期发出继续进
行贸易和投资的信号，这给世
界吃了一颗定心丸。作为世
界上最知名的论坛之一，达沃
斯论坛回归“正常”本身就让
世界看到了全球经济恢复常
态增长的希望。

凝心聚力，核心在于加
强合作。据布伦德透露，50
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
及约40位重要国际组织领导
人注册参加本届年会。瑞士
西区经济发展署前署长、经
济学家菲利普·莫尼耶指出，
这届年会的重量级人物将

“创纪录”，他们面对面交流
可以更好地为世界制定可持
续发展解决方案。此外，人
们还欣喜地看到，本届年会
吸引了约700家组织的1500
多位领导人注册，其中包括
来自世界经济论坛成员和合
作伙伴的600多位全球顶级
企业首席执行官，其参与度
也堪称“有史以来最高”。

凝心聚力，要依托令人
振奋的发展目标。人们常说

“危中有机”，这一说法也适
合世界经济。目前，世界受
气候灾难、环境破坏、能源危
机、粮食供应短缺等问题困
扰，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

程中也催生了诸多新产业。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萨迪
娅·扎希迪、论坛自然和气候
中心主任梁锦慧等人指出，
锂电池和稀土矿物回收已成
为重要产业，能源供应不足
使电力存储成为投资新领
域。只要世界各国加强合
作、推动创新，世界经济的新
增长点必会不断涌现。

轻霜冻死单根草，狂风
难毁万木林。面对未来挑
战，世界各国领导人展现政
治意愿、选择并坚定地走上
一条凝心聚力、团结合作的
共赢之路，是全球万众所企
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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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总理称力求全面恢复对华贸易：
继续发展更积极关系符合两国利益

1月 15日 11时 14分，航
班号为 MU7811 的东航国产
C919飞机顺利飞抵青岛。此
次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飞抵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执行验证
飞行，标志着C919飞机100小
时验证飞行再添新航点。

2022年12月9日，中国东方
航空作为C919的全球首发用户，
正式接收编号为B-919A的全球
首架飞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事
业从研发制造的“上半场”开始转
入商业运营的“下半场”。2022
年12月26日，东航C919飞机开

始进行 100 小时验证飞行。
C919飞机在飞抵青岛之前，已在
上海、北京、成都、西安、海口等5
城市、6座机场密集开展验证飞
行。后续还将继续前往济南、南
昌、武汉、合肥、南京、太原等航
点，继续开展验证飞行。

据了解，在 C919 完成航
线验证飞行后，有望在 2023
年春将C919正式投入商业载
客运营。届时，C919 将出现
在青岛、上海、北京、西安、昆
明、广州、成都、深圳等航线
上。 (央视新闻客户端)

再添新航点！国产大飞机C919
飞抵青岛执行验证飞行

泰国副总理最新“迎中国游客视频”：
泰国人都爱中国朋友

【环球网综合报道】泰国
副总理以及两位部长到机场
为中国游客接机的事情刚刚
发生不久，环球网15日又得
到一段这位泰国副总理兼卫
生部长阿努廷的最新视频，
他在视频中用英文和中文发
表讲话，欢迎中国游客赴泰
旅游。

阿努廷在视频中先是
用英文称，“泰国王室、泰国
政府和人民祝愿我们的中
国朋友新年快乐，拥有繁荣
的兔年”。他还用中文表
示，“泰国人都爱中国朋友，

今年泰国很高兴，我们欢迎
中国朋友来泰国玩，新年快
乐”。

此前，当地时间 1 月 9
日12时许，厦门航空MF833
厦门至泰国曼谷航班搭载
269名旅客平稳落地素万那
普机场，这是中国 1 月 8 日
出入境逐步恢复后首批前
往泰国的中国旅客。泰国
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
泰国交通部长萨撒扬、泰国
旅游与体育部长披帕等泰
政府官员一同到机场接机，
欢迎中国旅客赴泰旅游。

阿尔巴尼斯周六（14 日）在昆士兰州汤斯维尔接受
媒体采访 图自澳媒

【环球网报道】据彭博社
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
斯当地时间14日公开表示，
澳大利亚力求全面恢复与其
最大出口市场中国之间的贸
易。

报道说，阿尔巴尼斯 14
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
汤斯维尔对记者作出了这一
表态。“中国是我们的主要贸
易伙伴，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变
（消极的）关系，”阿尔巴尼斯
说，“我们相信，继续发展更积
极的关系符合我们两国的利

益。”
“能够不受任何阻碍向中

国出口产品，符合澳大利亚的
利益，”阿尔巴尼斯还说，“从
澳大利亚进口这些产品也符
合中国的利益。”

阿尔巴尼斯做出这一表
态之前不久，在1月10日举行
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
媒提问称，中国政府已经通知
了中国企业要加强和澳大利
亚的经贸往来，请问中方对此
如何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回应称，你可以向中方的
主管部门来了解。我们在这
里想要强调的是中澳经济高
度互补，希望澳方同中方相
向而行，朝着互利共赢的目
标作出努力，推动两国之间
重建互信，两国关系重回正
轨。

2020年前，中国曾经是澳
大利亚煤炭的主要消费国，但
澳前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针对
中国的负面政策导致澳中关
系在过去两年迅速恶化。澳
新政府上台后，曾多次呼吁中

国取消对澳输华产品的“惩罚
性关税”，却对中方就修复双
边关系提出的四项要求“不予
回应”。当被问及如何评论中
方可能考虑取消对澳煤炭进
口禁令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去年7月重申，中方对于同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国开
展务实合作的立场是一贯、明
确的。当前中澳关系面临改
善发展的机遇。希望澳方抓
住当前契机，付诸实际行动，
重塑对华正确认知，同中方相
向而行。

一箭十四星！中国成功发射
齐鲁二号/三号等卫星

新华社太原 1月 15
日电 1 月 15 日 11 时 14 分，
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
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以

“一箭十四星”发射方式，成
功将齐鲁二号/三号卫星及
珞珈三号01星、吉林一号高

分 03D34 星等 14 颗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的第462次飞行。

新华社发（王晓虎 摄）

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
汉、淮河入海水道二期、环
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太
湖吴淞江治理等一批标志
性工程开工建设；湖北鄂北
水资源配置、湖南涔天河水
库扩建工程灌区等 34 项工
程基本建成并开始发挥效
益……2022 年，我国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实现历史性突
破。“全年开工重大水利工
程 47 项、投资规模 4577 亿
元，开工数量和投资规模均
为历史最多。”1 月 13 日，在
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介
绍。

不只重大水利工程刷新
纪录，而且水利投资完成也
创下历史新高。2022 年，我
国 完 成 水 利 建 设 投 资 达
10893 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44%，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关
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
建设投资完成最多的一年。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直接吸
纳就业人数 251 万人，其中
农村劳动力 205 万人，为稳
投资、促就业发挥了重要作
用。”王道席透露，2022 年新
开工水利项目 2.5 万个，较
2021年多 4135个；新增投资
规模 1.23 万亿元，较 2021 年
多 6974亿元；累计实施水利
项目达 4.1 万个，是 2021 年
的1.3倍。

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发
挥显著效益

2022 年，一批具有战略
意义的重大水利工程相继
开工建设。如南水北调引
江补汉工程作为全面推进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

发展、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
骨架和大动脉的重要标志
性工程，对保障国家水安
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重
要作用。

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
司长王胜万进一步举例说，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
程是 2022 年开工的单体投
资最大的项目，覆盖人口
1800 多万，建成后将进一步
优化环北部湾城市群水资源
配置格局，提升区域供水安
全保障能力。淮河入海水道
二期将扩大淮河下游洪水出
路、打通淮河流域泄洪通
道、减轻淮河干流防洪除涝
压力，保障淮河流域2000多
万人口、3000 多万亩耕地防
洪安全。

还有一批重大水利工程
在 2022 年实现重要节点：34
项工程建设完成，20 项工程
通过竣工验收，发挥了显著
效益。这些效益体现在诸多
方面，在保障防洪安全方
面，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
2022 年成功抵御多场次西
江洪水，有效减轻了西江中
下游乃至珠江三角洲防洪压
力。除了这种流域防洪控制
性水利枢纽，雄安新区新安
北堤防洪治理工程(一期)等
堤防工程，山东省南四湖湖
东滞洪区建设等蓄滞洪区工
程，均为区域防洪安全保障
作出重要贡献。

保障供水安全方面，历
经6年建设的引江济淮工程
2022 年底实现试通水试通
航，供水范围涉及皖豫两省
15个市55个县(市、区)，受益

人口5100多万人；广东韩江
高陂水利枢纽、湖北鄂北水
资源配置工程等工程建成后
也都充分发挥了水资源配置
优势。

“2022 年，湖南涔天河
水库扩建工程灌区、河南赵
口引黄灌区二期等 10 项灌
区工程完工，新增或改善灌
溉面积近1400万亩，对保障
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王胜万告诉记者，2023 年将
进一步加大重大水利工程
推动力度，尽早发挥工程效
益。

实施大中型灌区建设
和改造529处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都提出，实施新一轮
千 亿 斤 粮 食 产 能 提 升 行
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灌
区建设将对提升粮食产能
发挥怎样的作用？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
司司长陈明忠回应，2022 年
开工建设江西大坳、梅江，
广西大藤峡、龙云，海南牛
路岭，安徽怀洪新河等 8 处
大型灌区，建成后将新增恢
复改善灌溉面积 730 多万
亩。

此 外 ，2022 年 实 施 的
529 处大中型灌区建设和改
造项目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累计新建改造渠(沟)道达到
1 万多公里、渠系建筑物 3
万多处、量测水设施 1 万多
处，全年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366 万 亩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2951万亩。

记者了解到，2022 年春
灌期间，全国共有5340余处

大中型灌区进行了灌溉，累
计灌溉面积达 3 亿亩，供水
量450亿立方米。面对长江
流域罕见旱情，大中型灌区
较为完善的灌排体系最大
限度减轻了旱灾造成的影
响和损失，大旱之年实现了
粮食丰收。

“2022年，水利部会同农
业农村部指导督促各地强化
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启动 48
处大中型灌区开展数字孪生
灌区先行先试，推动 800 多
处大中型灌区和500多处大
中型灌排泵站开展标准化建
设，提高管理水平。”陈明忠
表示，水利部将聚焦实施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谋划新建一批大中型灌
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现
代化建设和改造，提升灌区
质量；加强灌区、灌排泵站
标准化管理，提升灌区运行
管护水平。

今年重点推进 60 项重
大水利工程

2022 年，我国实施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3500多座，开
展主要支流和中小河流治理
1605 条、治理河长 1.4 万公
里；完工农村供水工程18169
处，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提高到 87%；完成淤地坝除
险加固622座，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6.3万平方公里。

谈到今年水利建设相
关任务，王道席指出，水利
部商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
提出今年重点推进前期工
作的重大水利工程清单，共
60项。

在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

系方面，今年重点推进长江
中下游、黄河干流治理等大
江大河堤防建设与河道整治
工程，黄河古贤和黑山峡、
广西洋溪、安徽凤凰山、四
川米市、湖北姚家平水利枢
纽等防洪控制性水利枢纽工
程，以及长江、淮河、海河流
域蓄滞洪区建设工程；加快
构建国家水网方面，今年重
点推进甘肃白龙江引水、青
海引黄济宁等重大引调水工
程，以及四川三坝、云南南

瓜坪等重点水源工程；保障
粮食安全方面，今年重点推
进广西下六甲灌区、云南腾
冲灌区、湖北太湖港灌区等
新建大型灌区前期工作，争
取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可
新增、改善灌溉面积约 1800
万亩；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方
面，将统筹建设数字孪生流
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
生水利工程，全面提升水利
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水
平。 (光明日报 )

2022年中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实现历史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