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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为促进中国发展和国际合作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闫韫明 王骁波 崔 琦

近年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吸引越来越多各领域外国专家来华，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职业规划

同中国的创新发展相结合，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获颁中国政府友谊奖。本报记者专访

了三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科研领域的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倾听他们对中国创新发展、国际合

作等方面的看法和期许。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胡璐） 今
年是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开展 20周年。截
至目前，全国共建成国家森林城市 219 个，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
现了国家森林城市创建的全覆盖。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徐济
德表示，经过 20年发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活
动深受各地的重视和认可，也得到社会大众
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创建城市党委、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将建成国家森林城市，作为党代
会、人代会“为群众办实事”的重中之重全力
推进。企业、社会组织等以认捐认养树木、提
供志愿服务、开展科普宣传等多种形式参与
创建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了植绿爱绿护绿的
浓厚氛围。

今后，徐济德说，将按照城市自愿、优中选
优的原则，继续严格遴选一批创建成效显著、
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城市授予“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引导更多城市参与森林城市建设。同时
强化动态管理，对授予称号城市开展定期复查
和问题排查，据实给予保留称号、通报批评、暂
停称号或撤销称号，督导城市巩固和提升创建
成果。

为了将森林引入城市、让城市融入森林，
推进百姓“身边增绿”，2004年原国家林业局启
动了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
森林城市建设的序幕。

全
国
建
成
国
家
森
林
城
市
219
个

天 目 一 号 气 象 星 座
15 — 18 星 发 射 成 功

本报北京1月 5日电 （记者刘诗瑶） 1 月 5 日 19 时 20
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
功将天目一号气象星座1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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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目一号气象星座 15—18星主要用于提供商业气象数
据服务。

据悉，这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25次飞行。

菲利克斯·达帕雷·达科拉——

“非中农业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记者见到菲利克斯·达帕雷·达科拉时，他
正在为第二天启程前往中国做准备，宽大的办
公桌上摆放着几叠厚厚的资料。达科拉介绍，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组建工作，该联盟由非洲科学院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共同发起，“联盟成立后，将更有力地促
进非中合作、应对粮食安全挑战。”

达科拉是非洲科学院院长、南非茨瓦尼
科技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南非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作为农业领
域的权威专家，他在生物固氮机理与应用技
术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其研究成果帮助当地
作物种植收益提高了 90%左右。迄今，这位
享誉业界的科学家共发表 750 余篇论文，并
于 2012 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
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2000 年起，达科拉多次往返于南非和中
国之间。20 多年来，中国在确保粮食安全和
脱贫攻坚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让他深感震
撼。“中国通过大力推动农业发展，用占世界
不到 10%的耕地解决了全球约 20%人口的吃
饭问题，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学
习。”达科拉向记者讲述了参观河北石家庄
市附近一个村庄时的见闻，“村子里建起了
农家乐和民宿，拓宽了当地农产品的销路，
增加了村民收入。那里和中国许多地方一
样，建立起了农作物生产、加工、销售的完整
链条，有效帮助农民摆脱了贫困。”

非洲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全球约60%的潜
在可开垦耕地，但不少国家粮食生产能力不
足，严重依赖进口。“非中友谊历史悠久，这两
片广袤土地有许多共通之处。中国也曾经历
过粮食短缺，更能够理解粮食安全问题给非洲
带来的挑战，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找到应对之
策。”达科拉说。

2016 年起，达科拉应中国作物育种专家
贾银锁邀请，加入河北理查德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不仅帮助“河北非洲谷子研发中心”和“河
北非洲药用植物开发和利用中心”等研究机构
落地非洲，还推动开展中南两国药用植物的联
合试验和产品研发，密切了中非农业科研合

作、协作攻关、学者互访、联合培养等多方面合
作，获颁2022年中国政府友谊奖。

在达科拉的努力下，目前有来自非洲国家
的约 40 名研究生在中国学习农业技术，还有
两名中国学生赴南非攻读硕士。“我很高兴看
到，非中在农业技术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日益
密切，越来越多非洲青年将中国作为出国留学
的首选目的地。”达科拉说，十分期待中非农业
科技创新联盟正式落地，“非中农业合作前景
非常广阔，期待非中继续携手，为维护粮食安
全作出更大贡献。”

阿尔伯托·科内霍·纳瓦——

“把中国的最新发展成就讲给
更多人听”

“很多时候，科技工作者选择在一个地方
做研究，是因为在那里更容易取得科研成果、
实现自身价值，从而造福社会、推动人类发
展。”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北京科技大学冶
金与生态工程学院教授阿尔伯托·科内霍·纳
瓦表示，中国取得的科技创新成就、对科技创
新的政策支持等，正是吸引他扎根中国的主要
原因。

科内霍来自墨西哥，是著名冶金工程专
家，在冶金领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30 余
年。2018 年起，他开始在北京科技大学任

教。2021 年 10 月，科内霍被授予中国政府友
谊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墨西哥专家。“我很
荣幸能得到这样的认可，也看到不少外国专家
学者在中国发展，我很荣幸能和他们一道，为
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科内霍说。

科内霍介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钢
铁产业，钢铁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中国钢铁
产业的发展为本国乃至全球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持。近年来，中国钢铁产业在全球的主导地
位不仅体现在生产方面，还体现在对相关行业
的标准制定、相关技术的创新研发、相关学科
的理论探究等方面。“在同一些西方学者交流
时，我常会问他们所引用的是不是中国最新的
数据。如果引用数据是三五年前的，那研究结
论很可能已经偏离实际。因为中国一些科研
领域的进步速度是以天计算的。”

钢铁产业是全球碳排放最多的产业之一，
如何减少碳排放是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科
内霍高度赞赏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并提出“双
碳”目标，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实现这些目
标作出贡献。“提升冶金效率和减少冶金过程
中的碳排放，是我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我所
攻关的冶炼技术与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相契合，
单位能耗和单位排放比传统技术更低。”科内
霍说，他和团队将继续努力，让这一技术更加
贴合中国钢铁产业实际。

在科内霍看来，中国政府鼓励创新的政
策以及引导企业等加大研发投入，是中国取

得众多科研成果的重要保障。2022 年，中国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是 2012 年的 3 倍，稳居
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这些政策支持让中
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并且
在其他领域不断扩容。同时，中国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成功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几年
中，科内霍结识了一批和他一样在华工作的
外国专家，他们时常举行学术沙龙等活动，在
探讨前沿学术问题的同时，也分享如何在科
技领域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

“对许多工作在中国的外国专家来说，中
国为他们实现梦想创造了条件。我和他们一
样，希望能把中国的最新发展成就讲给更多人
听。”科内霍说。

马晓丽——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科研氛围”

“青藏高原高山大川密布、地势复杂多变，
是开展地质、活动构造和气候研究的好地方。”
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玛丽—露西·切瓦里尔（中文名马晓丽）
刚结束对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考察，正在办公
室整理考察成果。

马晓丽是活动构造与构造地貌学专家，拥
有法国和比利时双重国籍，主要从事活动构

造、地震危险性和古气候等方面研究。2002
年，马晓丽第一次来中国，前往青藏高原进行
野外考察，此后就将青藏高原活动构造确定为
主要科研方向。2010 年，马晓丽成为中国地
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黄汲清青年人才计划”
特聘外籍专家。在中国工作的 10 多年里，她
走过中国许多山川河谷，探索活动断裂带的运
动学和地震危险性，陆续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
篇，为中国地震灾害评价体系建设和促进中外
科研合作交流等作出积极贡献，于 2021 年获
颁中国政府友谊奖。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科研氛围，中国对
科研和人才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已跻身一流
科研国家行列。”马晓丽表示，中国良好的
科研条件和环境，以及中国政府对科研工作
的大力支持，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外国科学家
来中国工作。10 多年前刚到中国工作时，她
的团队只有 7名成员，现在已发展到 20多人。
在地质领域，中国不仅拥有位居前列的科研论
文数量，还通过共同研究等项目，帮助中外
科研工作者获取宝贵的研究数据。“我们这
次的野外考察队伍中就有法国科学家，大家
感谢中国政府提供的科研平台。”

近几年，马晓丽的研究主要聚焦青藏高原
东部鲜水河断裂带的地震活动，每年至少到沿
线实地考察一次。几年前，通过分析断裂带的
地表精细结构和滑动速率的变化，马晓丽和同
事不仅在康定附近发现了一条新的断裂带，而
且还评估了未来地震危险性。他们的研究成
果为穿越康定附近几条分支断裂带的重大工
程建设，以及附近地区的地震研究提供了参
考。2021年12月，马晓丽还与中国、沙特阿拉
伯、加拿大等国的研究人员共同组织发表专刊

《基于高分辨率时空数据的第四纪构造活动解
析》，为深入认识和理解活动构造、地壳变形及
地震活动性等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在马晓丽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从中国各地
收集到的岩石和化石标本。她随手拿起一块
从新疆西部帕米尔高原带回的岩石标本说，断
裂带如同记录着地壳变化的笔记，其变形机
制和运动速率对评估地区潜在地震风险极具
价值。这些标本记录着山脉逐渐隆升、江河
流域逐渐扩大的过程，也见证着她在中国的
研究足迹。“中国拥有优秀的地质研究条件，
我很高兴能继续在这里进行活动断裂带研
究。”马晓丽说。

冀北清洁能源基地新能源
总 装 机 突 破 5000 万 千 瓦
本报北京1月5日电（记者冉永平、丁怡婷） 记者从国

家电网获悉，“十四五”规划的九大清洁能源基地之一——冀
北清洁能源基地2023年新增风电、光伏装机1187万千瓦，同
比增长 32%，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其新能源总装机突破
5000万千瓦。

近年来，冀北地区新能源装机规模大幅提升，发电量增
势强劲。2023年，冀北电网全年新能源发电量达820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4.7%，新能源发电量已占冀北电网电源发电总
量的51%，首次成为电量主体。

入冬以来，中国北方多
地依托地理优势和冰雪资
源，打造新热点、营造新场
景 ，提 供 更 加 多 样 的“ 冰
雪+”产品，让“冷资源”释放

“热效应”，吸引众多海内外
游客尽享冰雪乐趣。

乐 享 冰 雪乐 享 冰 雪

图①：人们在黑龙江省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
游玩。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图②：游客在山东省青
州市驼山滑雪场体验雪圈
项目。

王继林摄（人民视觉）

图③：内蒙古自治区扎
兰屯市金龙山滑雪场的滑雪
爱好者。

王晓博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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