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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总书记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高 质 量 发 展 看 西 部

广 西 篇

新华社12月4日电 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12月4日在巴拉圭亚松
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
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
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春节是内涵最为深厚、内容最为丰富、参与人数最
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中国传统节日。每逢春节前后，全
世界华人都会围绕着辞旧迎新、祈福纳祥、团圆和谐的

主题欢庆这一佳节。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为

中国人共享，在全国各地广泛实践，寄托了中国人的
人伦情感、家国情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
人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遗产
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增进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周永穗 朱雨博）

1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四次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会上，总书记回顾了共建“一带一路”
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共建“一带一路”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围绕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从 2013 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引领、推动下，
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
原则，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开展了数千个
务实合作项目。“大写意”变为“工笔画”，

“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协调推进，为
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过去这些年，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座谈会的召开，都逢“一带一路”建设重
要的发展阶段。

2016年8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
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
果超出预期。

2018年8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 5 周年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5年，共建

“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
阶段迈进。

2021年11月，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
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用“取得实打
实、沉甸甸的成就”总结共建“一带一路”8
年来的成绩，强调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

春华秋实。因为中国机遇，因为中国
行动，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扩大为
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实践成果，绘
就了一幅联结世界、美美与共的壮阔画卷。

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23年10月，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三次
主场外交活动，记录着中国同世界共同写
就共建“一带一路”宏大史诗。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第二个十年的
开局之年，这次会议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后举行的首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
谈会。

此次座谈会上，鲜明的问题导向、坚定
的战略自信贯穿始终。

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第一
个蓬勃十年，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另一方面，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
动荡频发。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战略定力始终
如一。

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
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
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
海外利益安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是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
未来的必要前提。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
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科学布局
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
相结合”。深刻把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时与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四个相结合”，为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
指引了前进方向。

“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
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
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
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
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顺应各
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人心所
向，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
共同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统
筹”，为形成更多示范性、引领性成果作
出重要指引。

察大势，方能顺势而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重点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作出
全面部署——

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
理机制，完善“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
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
作机制，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完善风险防
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
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完善廉洁丝绸
之路合作机制。

这“九大机制”，既有战略思维也有安
全意识，既有系统观念也有国际视野，为以
制度的办法攻坚克难、应对变局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钉钉
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
设推向前进”；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
果”；在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
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行程万里，初心
不忘。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
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
界，“一带一路”合作将汇聚人类共同发展
的最大公约数，为世界提供共赢新机遇。

（温 馨 叶昊鸣）

密炼、压延、压出、裁断……大型设备自
动运行，智能物流运输车往来穿梭，十几道
生产工序后，国产民用航空轮胎逐渐成型。

近日，我国首条规模化民用航空轮胎
生产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建成投
产，实现“从0到1”的新突破。

“这是国内首个民航轮胎数字化工厂，
面积近5万平方米，安装了80多台高端工
艺装备，建立了完善的数字化与信息化系
统，实现全链条自动化生产和智能化调度
监控，每年可生产10万条高性能轮胎，可
满足我国民航轮胎40%的需求量。”中国中

化下属的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陆恒玉介绍。

作为影响飞机起降安全的关键配套部
件，航空轮胎在飞机起飞、着陆、滑行、转
向、制动中作用重要，是民航客机运营的主
要耗材之一。全球的轮胎企业有上千家，
能做航空轮胎的只有10余家，目前我国民
航系统飞机轮胎98%依赖进口。制造航空
轮胎，难在哪里？

“航空轮胎对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非
常高，被称为轮胎行业技术的‘金字塔尖
’。仅从载荷来说，单胎就超过40吨，远高
于地面轮胎。”蓝宇航空轮胎高级工程师秦
齐富说，“此外，重量、耐疲劳性能、起落次

数、使用安全性等方面也有很高要求，想实
现规模化生产，要解决生产质量稳定性和
产能的问题。”

突破技术壁垒，来自科研攻关的厚积
薄发。

陆恒玉和他的研究团队深耕研发民航
轮胎多年，在原材料、胎体内部结构、生产工
艺、适航试验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积累
了一些经验。“我们不断加强与高校、科研院
所的合作，对关键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
陆恒玉说，“以原材料生产为例，芳纶纤维作
为民航轮胎生产的关键材料，长期被国外垄
断。我们联合北京化工大学、中化高性能纤
维材料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科研攻关，现在

已经可以生产出超越进口材料的高强度芳
纶纤维，并实现在航空轮胎上应用。”

11月23日，我国首套复杂工况航空轮
胎起降测试平台正式上线。“这个平台可在
室内模拟民航轮胎在‘超高加速度起飞、超
高加载速率、异物损伤试验’等复杂环境下
的起降测试，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有效保障了航空轮胎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使
用安全性。”陆恒玉表示。

日前，蓝宇航空轮胎发布6个机型12
种规格的民航轮胎，所有产品具备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可覆盖我国80%民航机队配
套品类需求。

“我们生产的C909轮胎经过一年多的

试用，已在南方航空等投入商用，累计安全
起降超1万起落，起降寿命超过同类进口
产品。”秦齐富说。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共有民航
运输飞机 4270 架，比上年底增加 105 架。
近年来，中国航空轮胎行业在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多家国内
企业已经成功研发出高性能航空轮胎，并
通过了相关认证。

陆恒玉表示，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
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提升产品设计
水平和研发效率，逐步提高市场份额。

“让更多民航客机用上国产轮胎，是我
们的目标。”秦齐富说。 （邓剑洋）

本报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十六次缔约方大会12月2日至13日在沙
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主题为“我们
的土地，我们的未来”。

12月4日，在大会中国馆举办的主题
为“推动生态脆弱区绿富同兴 探索可持续
发展目标实现路径”的边会活动上，通过
大量实物和图片资料展示以及专题报告、
视频展演等形式，宁夏回族自治区向全球
介绍防沙治沙技术和成果，传播推广荒漠
化防治“中国智慧”和“宁夏经验”。

多年来，宁夏持续大规模开展国土绿
化行动和沙化、荒漠化、小流域综合治理，
生态保护修复取得历史性成就。1999 年
至2019年，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
别减少858万亩和307万亩，在全国率先实
现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缩减”、程度
持续“双减轻”，是中国首个实现从“沙进
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省份。

当“沙进人退”的局面得到历史性转
变，“沙里掘金”成为宁夏治沙者们的新实
践。如今，宁夏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
上科学发展沙产业。充分利用沙区独特
的光、热、土等资源优势，发展枸杞、苹果
种植等特色产业，走出生态与经济并重、

治沙与治穷共赢之路，截至2023年底，全
区特色经济林种植面积299万亩，产值达
324亿元。宁夏抢抓“沙戈荒”风电光伏基
地建设机遇，实施“光伏+生态修复”等治
理模式，通过“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
修复”，推动光伏开发与沙漠综合治理有
机融合，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宁夏着眼深挖“三面环沙”的奇特景
观优势，建成一批沙漠创意文旅项目。一
片片沙地得到有效治理的同时，正在变为
产业聚集的“聚宝盆”，走出了一条沙海

“淘金”的新路。
在做好自身防治荒漠化实践探索的同

时，宁夏积极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签署合
作备忘录，推动国际荒漠化防治知识管理
中心在宁夏成立，成功举办5届荒漠化防治
技术与实践国际研修班。近5年来，先后有
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62名技术人
员和官方代表来宁夏“取经”。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创
新处处长约翰斯·卡里卡对宁夏在荒漠化
治理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以及对全球荒
漠化治理的重要贡献表示赞赏。他说，宁
夏有力推动了荒漠化防治知识更新与技
术创新，为国际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方案和路径。

（马雨馨）

总书记关切事

中国荒漠化防治“宁夏经验”
走进联合国大会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从0到1，国产民用航空轮胎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 今年前11月，四川普通公路
完成投资 971 亿元。12 月 4 日，四川省
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970亿元普通公路
投资目标，年内有望连续第三年突破千
亿元。

971 亿元中，国省干道完成投资 572
亿元，连续四年保持较大规模。“年初，我
们根据投资体量、施工难度等特点，对全

省221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项目进
行‘画像’。”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精准画像实施差异
化管理，推进项目落地。在普通国省道
提质升级如期推进的同时，一批托底帮
扶性项目、交旅融合发展项目加速落地。

971 亿元中，农村公路完成投资 330
亿元，完成新改建里程达1.1万公里。一

批产业路、旅游路建成，新增6073个自然
村通硬化路，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强有
力基础支撑。

按照四川省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
到2025年全省将初步建成全域畅达的普
通公路路网体系，进一步推动普通公路高
质量发展。规划期计划全省普通公路建
设完成投资约1900亿元。 （吴 明）

971亿元！四川普通公路投资提前完成全年目标
四川省宣汉县巴山大峡谷路段四川省宣汉县巴山大峡谷路段。。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供图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