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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

27日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

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前一天，巴丹吉

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同样申遗成功。至此，中国的

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9项。

中国是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2014

年 以 来 ，中 国 共 有 14 个 项 目 被 列 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

2014年：

“大运河”、丝绸之路

在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大运

河”，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提交的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请报告获得

批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丝绸之路

形容为东西方之间融合与交流的对话之路，为人类

的共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大运河则是世界上最

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

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

2015年：

土司遗址

在第 39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土司遗

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

土司遗址展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传

承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联合申遗的

三处遗址是中国西南部地区土司管理制度的独特

见证。

2016年：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神农架

第 40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

画艺术文化景观、湖北神农架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大会认为，广西左江花山岩画艺术文化景观之

所以入选，是因为其把景观、岩画与中国南方壮族先

民骆越人生动而丰富的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所显示

的独特性。湖北神农架被视为野生动植物的“宝

库”，尤以丰富的植物多样性闻名。

2017年：

鼓浪屿、可可西里

第 4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鼓浪屿：

历史国际社区”与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鼓浪屿展现了在亚

洲全球化早期多种价值观的碰撞、互动和融合，其

建筑特色与风格体现了中国、东南亚及欧洲在建

筑、传统和文化价值观上的交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青海可可西里符合

自然遗产的标准，并具有较高的完整性、真实性，保护管理整体状况良好。

2018年：

梵净山

第 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贵州省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说，梵净山满足世界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标准和完整性

要求，展现和保存了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生态系统和显著的生物多样性。

2019年：

良渚古城遗址、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

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和中国良渚古

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

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

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中国政府采取的保护措施受到肯定。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在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评审，上

海崇明东滩等 5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21年：

泉州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

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会认为，该项目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

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 10世纪至 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

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023年：

普洱景迈山

第 45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项目通过审

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会认为，这一独特的古茶林保护管理体系充分尊重当地气候条件、地形

特征和动植物种群，实现了对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展现了山地环境下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人民对自然资源互补性利用

的独创传统。

（新华社新德里7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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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城西安到波兰重要陆路

转运站马拉舍维奇，从中国中部城市武

汉到德国港口城市杜伊斯堡……中欧

班列经过十余年发展，累计开行超过 9

万列，2024 年已开行超过 1 万列。这支

“钢铁驼队”对亚欧大陆的运输和物流

产生着重要影响，促进了沿线经济贸易

发展，为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更多

动力。

线路连贯东西 通道助力
亚欧贸易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

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经过

十余年发展，中欧班列在中国与相关国

家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联通作用

日益显著。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 224 个城市，连接 11 个亚洲国家

100 多个城市，服务网络基本覆盖欧亚

全境。中国境内已铺画时速 120 公里的

图定中欧班列运行线 91 条，联通中国境

内 61 个城市。中欧班列运输的货物品

类达 53 大类 5 万余种，综合重箱率稳定

在 100%。

通过丰富亚欧间的陆路物流网络，

中欧班列进一步增强了亚欧间贸易多

式联运及整合陆路和海路运输通道的

优势，持续扩充通道能力，为亚欧间的

货运提供了强大的协同驱动力，辅以庞

大而多样的路线和城市网络，为亚欧间

的贸易创造了广泛的物流连接。义乌、

乌鲁木齐等地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意

大利萨莱诺等地的跨里海、黑海中欧班

列陆续开行，“畅通高效、多向延伸、海

陆 互 联 ”的 境 外 通 道 网 络 格 局 日 益

成熟。

随着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中欧贸

易的地理边界和覆盖范围进一步丰富，

货运形式更加多样，推动了更多货物在

相关国家之间流动。

中欧班列在中国与相关国家数百

个城市之间架起了沟通桥梁，不仅对中

欧贸易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起到一定

推 动 作 用 ，更 促 进 了 亚 洲 与 欧 洲 间 文

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和人员流动。保加

利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主席扎哈

里耶夫表示，中欧班列为亚欧贸易提供

了重要的物流通道，并推动中国与欧洲

及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发展、经济合作乃

至文化交流。

增强亚欧物流 推动沿线
经济发展

中欧班列的发展带来沿线物流的

规律性和稳定性，为亚欧间的贸易在诸

如红海危机等不确定性因素中，提供稳

定可靠且更为灵活的运输途径。

同时，中欧班列相较于空运有成本

优势，相较于海运有时间优势，为亚欧

间货运网络提供更便捷的贸易渠道，使

中国与欧洲及沿线国家的运输和物流

行业更加灵活。

目前，中欧班列的优势显而易见，

需求相对较高。尽管难以预测海运价

格的长期趋势，但总体来说，鉴于当前

的 国 际 形 势 ，铁 路 运 输 预 计 将 大 幅 增

长，中欧班列服务也将持续增长，继续

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波兰瑞亚未来物流公司从事中欧

班 列 业 务 已 有 近 十 年 ，公 司 总 经 理 莫

伟杰（帕维尔 ·莫斯卡拉）告诉新华社

记者，自红海危机爆发后，中欧间海运

受 到 严 重 影 响 ，航 线 不 得 不 绕 行 非 洲

大 陆 ，增 加 了 约 十 天 航 程 ，提 高 了 成

本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中 欧 班 列 一 定 程

度 上 稳 定 了 中 欧 贸 易 ，使 大 批 企 业

受益。

中欧班列加速了生产资源跨境流

通，促进了港口和枢纽地区经济繁荣，

为沿线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提供新机遇，

使得企业能够沿着更加互联互通、更具

成本效益的运输路线开展贸易，促进沿

线国家增加工业投资和发展，更有效地

组 织 生 产 和 供 应 链 ，促 进 区 域 间 跨 境

合作。

商机越拓越广 对外贸易
稳定强劲

中 欧 互 为 第 二 大 贸 易 伙 伴 ，如

今 ，超 过 四 分 之 一 中 欧 贸 易 产 品 是 高

科技产品，锂电池、新能源车、光伏组

件 等 绿 色 产 品 贸 易 快 速 增 长 。 中 欧

班 列 不 仅 为 相 关 企 业 提 供 商 机 ，也 惠

及 沿 线 民 众 ，在 国 际 货 运 中 影 响 力 日

益 增 长 ，对 促 进 中 欧 贸 易 发 展 持 续 作

出贡献。

近年来，中欧班列发展迅速，成为

中国与欧洲及沿线国家间重要的陆路

物流通道。中欧班列开行保持强劲增

长态势，货品种类更加丰富，2023 年以

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

样”成为中欧班列运量新的增长点。

在发展过程中，中欧班列不断增加

线路数量、提高运输效率、拓展服务范

围、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这反映出在

全球地缘政治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

中国对外贸易仍然保持稳定，拥有强劲

韧性。中欧班列作为保障全球供应链

稳定安全的“钢铁驼队”，进一步促进区

域经济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注

入更多发展动力。

（新华社索非亚/西安 7 月 27 日电

执笔记者 林浩 参与记者 张章 唐诗凝

樊曦 张博文）

互联互通再上台阶“钢铁驼队”助推区域经贸行稳致远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7月 28日电 综合朝

中社 28日报道，朝鲜 27日在首都平壤

隆重举行多场活动，纪念祖国解放战

争胜利 71 周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上述活动。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

记李日焕在 27 日举行的同祖国解放

战争参战老兵见面会上致辞。朝鲜

人民军军官代表在会上发表感言。27

日晚，朝鲜还在平壤举行了祖国解放

战争时期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和

大型演出。

26 日，金正恩在平壤参谒了中朝

友谊塔，并表示相信朝中友谊将坚定

地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日，金正恩还

凭吊了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参谒

了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朝鲜纪念祖国解放战争胜利 71周年

这张朝中社发布的照片显示，7 月 27 日，祖国解放战争时期象征方队纪念行

进仪式在朝鲜首都平壤举行。 新华社/朝中社

巨大的月球模型一侧，模拟月表的

凹凸地面上左右放置着返回舱和着陆

器模型，居中的玻璃展柜内，名为“明月

照我还”的嫦娥五号月壤样品 360 度缓

缓 旋 转 ，让 围 拢 过 来 的 参 观 民 众 一 睹

为快。

22 日至 28 日，“2024 泰国未来科学

力量展览会”在泰国诗丽吉王后国家会

议中心举行。在展览会上，泰国国家天

文研究所专为来自中国的嫦娥五号月

壤样品布置了展台，吸引了大量泰国民

众前来参观。

本次展出的月壤样品包括外壳和

月壤两部分，整体宽 17 厘米、高 22.89 厘

米。重 75 毫克的月壤被存放在直径 22

毫米的球形空间内，该球形空间外围是

对拼球造型的放大镜和梯形底座。样

品外壳相关数据和造型各有其寓意。

前来参观的 77 岁曼谷市民威集达

告诉新华社记者，自己是从电视和网络

新闻上得知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展出消

息的。

“我没办法自己去（月球上）实地感

受，现在有月球探测器采集到的样品展

出，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威集达用

“惊奇”来形容对月壤样品的印象，她在

观看实物之余还认真阅读展板上有关

中 国 探 月 工 程 、月 壤 采 集 过 程 等 科 普

介绍。

同样惊叹于月壤之奇的还有来自

曼谷一家国际学校的学生丹亚，不满 8

岁的他在母亲陪伴下前来观展。“它看

上去不像土壤，倒更像沙子，但颜色又

和一般沙子不一样，我从没有见过！”即

将上小学二年级的丹亚大胆畅想，等到

未来技术进一步发展、登月就像坐飞机

一样容易的时候，自己就能去月球亲眼

看一看。

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所长沙兰在

展览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表示，

本次展出广受关注，尤其受到青少年群

体欢迎，他们大多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地观察来自月球的样品。“相信很多年

青一代会因此受到启发，感受到科学、

天文学的魅力。我们希望能激励他们

向 未 来 成 为 科 学 家 、工 程 师 的 目 标 努

力。”沙兰说。

“2024 泰国未来科学力量展览会”

由泰国高等教育、科研和创新部主办，

致力于提升泰国民众对科学、技术以及

创新的热情和认识。据沙兰介绍，本次

展出的嫦娥五号月壤样品由中国国家

航天局出借给泰方展出一周，是首次亮

相泰国。

2023 年 10 月 ，在 阿 塞 拜 疆 召 开 的

第 74 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宣布嫦

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将面向国际开放

申请，欢迎各国科学家共同研究，共享

成果。

“我们也在申请一些嫦娥五号带回

的 样 品 ，希 望 用 泰 国 的 技 术 分 析 和 研

究，以便将来设计出自己的仪器送往月

球。”沙兰表示，他相信与中国合作有助

于泰国的能力建设，从而使泰国空间技

术进一步接轨世界领先水平。

今年 4 月，中国国家航天局与泰国

高等教育、科研和创新部在北京共同签

署了关于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国际月球科研站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嫦娥七号任务已遴

选 搭 载 泰 国 研 制 的“ 全 球 空 间 天 气 监

测”装置，用于从月球视角观测宇宙辐

射和空间天气，这将是泰国科学仪器首

次从绕地轨道进入深空。

“我很自豪，我们国家也迈出探索

太空的关键一步……下一次或许可以

去火星。”16 岁的钦那巴是来自泰国北

柳府的一名高一年级学生，他与同学们

一起组团前来一睹月壤“真容”。

这次参观也为钦那巴带来新的灵

感和方向。“高中毕业之后，我想去学空

间技术相关的专业。”他告诉记者，希望

能为航天相关领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据新华社曼谷7月28日电）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首次在泰展出
点燃泰民众航天热情

新华社记者 陈倩慈 高博

新华社万象 7月 27 日电（记者 赵旭 马淮

钊）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第 14 届东亚峰会外长会

在万象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

毅出席并发言。

王毅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热点问题

升温难解。东亚峰会应把握正确方向，增进团结

协作，促进地区长期和平繁荣、捍卫国际公平正

义。为此中方提出四点主张：

一是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区域架构。东盟

主导的区域架构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依

托，各方理应将更多合作资源投入到这个“大家

庭”中。但一些域外国家在本地区组建排他性的

“小圈子”，严重冲击东盟中心地位和战略自主，

对此各方应高度警惕，有效抵制。

二是共同遵守各方公认的地区规则。共同

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守《东盟

宪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精神，不能任由个

别国家将单方面利己“规则”凌驾于各方公认的

国际法与地区规则之上。

三是共同增强互联互通的新质动力。持续

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中方支持老挝倡议围绕“联通和韧性”主题

发表领导人声明，聚焦地区发展之所急、合作之

所需。

四是共同激发东亚峰会效能活力。推动政

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两个轮子”平衡转动。中方

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为指引，落实峰会行动计划，推进沿海经济，应对

气候变化，共同破解安全难题，弥合发展鸿沟。

王毅严厉驳斥个别国家就台海稳定表达所

谓关切，强调台湾问题百分之百是中国内政。任

何外部势力无权插手，应切实履行不干涉别国内

政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

一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王毅并就南海问题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王毅还就巴勒斯坦问题、乌克兰危机等重申

中方原则立场。

同日，王毅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

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并同有关国家外长会见。

图片说明：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第 14 届东亚

峰会外长会在万象举行。 新华社发（凯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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