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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协定开新窗

“在那次展会上，中国消费者排起长队，期待品尝
尼加拉瓜优质牛肉。”尼发展、工业和贸易部部长贝穆
德斯对一个月前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印
象深刻。

贝穆德斯表示，这是尼加拉瓜代表团首次线下参
加进博会，向中国消费者展示咖啡、海鲜、牛肉、花生、
蜂蜜、朗姆酒、雪茄和巧克力等优质尼加拉瓜产品。

中尼复交以来，经贸合作步入发展快车道。去年7
月，两国签署中尼自贸协定“早期收获”安排并启动全
面自贸协定谈判。今年 5 月，中尼自贸协定“早期收
获”安排正式生效实施。8月31日，中尼自贸协定正式
签署。这是中国对外签署的第21个自贸协定，尼加拉
瓜成为中国第28个自贸伙伴。

作为中尼两国复交以来最重要的双边务实合作成
果，中尼自贸协定为进一步激发两国务实合作潜力打
开新窗口。贝穆德斯对尼中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满
怀期待，访华期间看到的中国便利的电子支付给他留
下深刻印象。在贝穆德斯看来，中国是推动尼加拉瓜
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尼方与华为等中国企
业合作，尤其有利于尼中小企业发展。

2022年，中尼双边贸易额达7.6亿美元。中国是尼
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尼是中国在中
美洲地区重要的经贸伙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合作伙伴。尼总统投资、贸易和国际合作顾问劳雷
亚诺表示，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尼方正通过与中
方合作打造机场、港口、道路等优质基础设施项目，加
强物流链发展，改善贸易通道。“尼方期待成为贸易平
台和区域中心，推动中国产品在中美洲找到更大市场，
也造福中美洲数千万民众。”劳雷亚诺说。

从尼加拉瓜第一时间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到尼全力支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再到中尼较短时间

内签署自贸协定，中尼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尼发
展、工业和贸易部预计，今年尼加拉瓜对华出口将同比
增长20%；随着中尼自贸协定生效，明年尼对华出口有
望大幅增长。

务实合作惠民生

复交两年来，中尼务实合作给尼加拉瓜经济社会
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一系列令人欣喜的变化。首都马
那瓜的发展就是生动的缩影。

近年来，这座百万人口城市一直希望改善老旧的
公共交通系统。中尼复交后，数百辆崭新环保的中国
客车陆续运抵马那瓜，安全快速地在城市街头穿梭，引
领居民迈入现代化公共交通新时代。

在马那瓜东部，数百套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尼加拉
瓜保障房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石波作为中建国际
拉美公司尼加拉瓜国别经理参与项目承建工作。他表
示，这是中尼复交后首个大型合作项目，充分体现两国
政府高度契合的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希望项目早日完工，惠及尼加拉瓜人民。

马那瓜市市长鲁埃达认为，从打造智慧城市到建
设经济强国，中国拥有丰富经验，优化机构设置、提升
基础设施水平、壮大小型企业等中国实践，对尼加拉瓜
城市和国家治理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复交红利也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30多名尼加拉
瓜留学生已前往中国开启求学新生活，成为双边友好
交流的新使者。根据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
心与尼教育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尼师范学
院合作开展中文教育，共同为尼中小学培养本土中文
教师。今年 9 月，昆明理工大学与尼加拉瓜国立自治
大学合作共建的尼加拉瓜国立自治大学孔子学院被正
式授牌，这是中尼合作共建的第一所孔子学院。

为尼加拉瓜学生提供赴华学习农业工程、生物技
术、可再生能源等专业的机会，帮助当地年轻人步入科

技前沿领域，进而支持尼大型项目；与中国公司合作，
通过配置无线网络和线上教学工具，推动教育数字化
转型……谈起尼中教育合作成果，尼国立自治大学校
长拉莫娜·罗德里格斯如数家珍。

共同命运促发展

在尼加拉瓜西部莱昂古城博物馆，几片中国瓷器
静静躺在展厅里。数百年前，它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陪伴这座火山脚下的古城走过不凡历史。

中尼交往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彼此素怀友好感
情。在尼文化部长莫拉莱斯看来，尽管两国在领土面
积和人口数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多元多彩的两国文
化有不少共通之处。“尼中人民都对自身文化身份充满
自豪，都有尊重和关爱长辈的传统。”

中尼同为发展中国家，两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有着相似的奋斗经历，也都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复交两年来，两国高层在
务实合作以及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等领域互动密切。

“通过频繁对话和互访，我们发现尼中两国在治理
模式、共享愿景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劳雷亚诺告
诉记者。

劳雷亚诺认为，尼中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最好例证”。“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广阔领土，而
尼加拉瓜是个人口较少、资源有限的小国。但中国始
终对我们平等以待，我们对此表示感激。”在劳雷亚诺
看来，尼中致力于打造基于相互尊重和追求正义的双
边关系，既促进两国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也为更美好、
更公正的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新华社电 记者吴昊）

上图：今年9月举行的北京服贸会期间，在北京首
钢园区文旅服务展馆内，尼加拉瓜驻华大使馆展区人
员为观众盖纪念章。 张武军摄（人民视觉）

近日，蒙古国在首都乌
兰巴托举办“加强地区交通
物流联通”国际论坛。该国
交通运输发展部部长宾巴朝
格特表示，蒙古国将在现有
的苏赫巴托、扎门乌德、额
仁察布 3 个铁路口岸的基础
上，努力推进西伯库伦、嘎
舒苏海图、毕其格图、杭吉4
个新的铁路口岸建设，助力
完成本国“三纵一横”铁路
主 干 线 和 支 线 网 络 计 划 目
标，并实现与中国、俄罗斯
两国铁路网的更好联通。

宾巴朝格特在论坛上表
示，蒙古国目前仅有扎门乌德
—苏赫巴托这样一条连接中
俄的铁路通道，未来计划开
辟东部纵向额仁察布 （蒙俄
边境） —毕其格图 （蒙中边
境） 和西部纵向阿尔查苏日

（蒙俄边境） —西伯库伦 （蒙
中边境） 两条铁路通道。蒙
古国国家大呼拉尔 （议会）
主席赞丹沙塔尔认为，这两
条铁路新通道建成后对提升
本国运输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国是世界第二大内
陆国。近年来，为解决交通
瓶颈问题、促进互联互通，
蒙古国政府努力加强铁路基
础设施建设。2021 年 12 月，
蒙 古 国 国 家 大 呼 拉 尔 （议
会） 通过“新复兴政策”十
年 规 划 ， 制 订 了 新 铁 路 计
划，旨在实现与中俄两国铁
路网更好连通，开辟新的出
海口，为将本国建成连接亚
欧地区的运输物流贸易枢纽
奠定基础。

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3
年，蒙古国新建铁路905公里，
使铁路总里程超过了 2000 公
里。新铁路计划完成后，该国
铁路总里程将达 4680 公里，13 个省通铁路，约 230
个矿产地可实现铁路运输。到2030年，预计全国铁
路运输能力将达 1.8 亿吨，过境货物量有望从目前
的340万吨增加到4000万吨，出口货物运输量有望
从目前的820万吨增加至8000万吨。

随着蒙古国新铁路计划的推进，中蒙不断深
化铁路新通道合作。今年 10月，中蒙两国签署成
立中蒙策克—西伯库伦口岸跨境铁路工作组合作
文件，双方同意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当月，中铁
四局与蒙古国铁路国有控股公司、森田能源有限
公司在北京签署蒙古国西伯库伦口岸铁路工程项
目施工总承包合同，中铁四局将承建该工程。项
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中蒙两国口岸过货能力
和物流时效，促进两国经贸往来。

蒙古国新铁路计划完成后，不仅可以连接
中国的天津港，还将连接秦皇岛港、锦州港、
营口港、大连港、丹东港等新的出海口，并与
俄罗斯东方港、纳霍德卡港等出海口相连接。
届时，更通畅的物流运输将成为带动蒙古国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2021年12月10日，中国
同尼加拉瓜恢复大使级外交
关系。两年来，中尼关系呈现
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快速推进，为尼经济发展注入
新动力，为当地民众带来新福
祉，两国复交红利不断释放。

环 球 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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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动物园举办大熊猫双胞胎欢送活动

环 球

掠 影

德国柏林动物园日前为即将回中国的大熊猫双胞胎兄弟“梦想”和“梦圆”举办欢
送活动，并为“梦想”“梦圆”纪念牌揭幕。活动当天，柏林中国文化中心配套举办了大
熊猫主题的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并踊跃参与。据柏林动物园
介绍，大熊猫双胞胎兄弟于12月中旬启程返回中国。

图为近日，在柏林动物园，工作人员销售大熊猫造型蛋糕。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摄

极端天气事件这样影响全球

世界气象组织 5 日发布报告说，2011 年至 2020
年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十年。该组织于
正在阿联酋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上发布这一报告称，这十年来天气正变得越来越极
端，这是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酷现实。各国需采取更
加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努力实现 《巴黎协定》 的
全球升温控制目标。

“更多极端高温，挑战更加严峻”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宣布，2023 年是有记录以来
最热的一年。“今年几乎全球都经历了热浪。2023年
厄尔尼诺现象大大增加了破纪录高温的可能性，在
陆地和海洋引发更多极端高温，挑战更加严峻。”世
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11月参加该组织一
份年度报告的发布会时说。

美国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州今年7月连日遭高
温炙烤；位于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今年遭遇了百年罕见
的干旱；欧洲南部和北非多地也出现持续和极端高温，意
大利、突尼斯和摩洛哥分别报告了48.2摄氏度、49摄氏
度和50.4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均破当地纪录。

气温升高增加了森林火灾的风险。加拿大今年
的野火季持续超过 5 个月，累计过火面积超过 18 万
平方公里；今年8月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野火导致至
少 99 人死亡，成为美国百年来致死人数最多的野
火；同月，希腊东北部持续十余天的野火造成数十
人死亡，成为今年以来欧盟境内最严重火情。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科普工作室首席
科学家朱定真日前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近年
来，全球各地极端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
大，历史极值不断被突破。

“更多、更强烈、更频繁的暴雨和洪水”

除极端高温天气外，全球变暖也导致全球和区
域降水发生变化，暴雨和洪水频发，造成严重破坏
和人员伤亡。世界气象组织水文、水与冰冻圈分司
司长乌伦布鲁克日前说：“随着地球变暖，我们将看

到更多、更强烈、更频繁的暴雨和洪水，从而导致
更严重的洪涝灾害。”

今年 10月下旬，随着“非洲之角”地区进入雨
季，该地区的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均遭遇
持续暴雨并引发洪灾。肯尼亚气象部门预测，强降
雨将持续到明年 1 月。索马里灾害管理局 11 月底宣
布，近一个月来持续暴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国至
少 96 人丧生，约 230 万人受灾。世界粮食计划署预
计，12月雨季结束时索马里可能有430万人处于极度
饥饿状态。

今年9月，地中海地区气旋带来强降雨，影响了希
腊、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利比亚多地，并在利比亚造成
严重人员伤亡；5月，热带气旋“穆查”从孟加拉湾登陆
缅甸，是缅甸10多年来遭遇的最强热带气旋；2月和3
月，热带气旋“弗雷迪”袭击非洲南部，是世界上持续
最久的热带气旋之一，导致数百人伤亡。

朱定真说，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洋表面温度升
高，使台风和热带气旋发展得更加迅猛，因此对沿
海地区造成的威胁也更大。

“必须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首要任务”

塔拉斯 5日说：“天气正变得越来越极端，对社
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特
别是在过去十年 （2011年至 2020年） 中，严重高温
的风险显著增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每个十年的温度都高
于前一个十年，且没有看到这一趋势立即逆转的迹
象。海洋变暖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正失去拯救融
化中的冰川和冰盖的机会。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
体无疑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把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首要任务，以防止气候变化失
控。”塔拉斯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夏全球多地面临热浪
时也警告说：“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
时代已然到来。”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减排、气候适应和
气候融资方面采取行动，以“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新华社电 记者胡丹丹、孙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