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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马 11月 15日电（记者 赵

凯 郑开君）当地时间 11月 15日上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

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把握时

代 大 势 共 促 世 界 繁 荣》的 书 面 演 讲 。

（全文另发）

习近平指出，亚太国家深度融入经

济全球化，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亚太经济

何去何从，需要我们作出抉择。

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

然结果，虽然遭遇过逆风和回头浪，但

其 发 展 大 势 从 未 改 变 ，以 各 种 名 目 执

意 将 相 互 依 存 的 世 界 割 裂 开 来 ，是 开

历 史 倒 车 。 越 是 困 难 时 刻 ，越要坚定

信心。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

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

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

可持续的新阶段，更好惠及不同国家、

不同群体。

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

强劲增长。坚持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理

念，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能力建设，

助力知识和技术全球流动。

二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改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

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动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通畅。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

失衡问题。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

发展才是真发展。要走以人为本、发展

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

之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

共享发展成果。

习近平强调，过去 30 年，亚太地区

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亚太奇迹”。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

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始终坚持

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始

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

和相互成就。亚太地区要继续做推动经

济全球化的火车头，守正创新，擦亮开放

亚太、包容亚太的金字招牌，打造绿色亚

太、数字亚太的新招牌，推动构建亚太命

运共同体，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

三十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

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中国将全面

深化改革，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

能。中国有充足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

目标，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

作用。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继续引领世界经济提质增效。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继续

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重要动力，为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将建

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出台更

多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扩大面向

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继续和

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

太，也将进一步造福亚太。只要我们践

行开放联通精神，太平洋就能变为促进

繁荣增长的通途。让我们加强团结合

作，共迎全球性挑战，为推进世界共同

繁荣、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

合力。

习 近 平 向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

当地时间 11 月 15 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

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把握时代大

势 共促世界繁荣》的书面演讲，呼吁加强

团结合作，共迎全球性挑战，为推进世界

共同繁荣、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

大合力。

习近平主席的书面演讲引发国际社

会热烈反响。国际人士认为，在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重要主张指明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

向，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打造亚

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注入强大

信心和动力，彰显中国以全面深化改革继

续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的大国担当。

“一条让我们更快前进的道路”

当 前 ，亚 太 国 家 深 度 融 入 经 济 全 球

化，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亚太经济何去何从，

需要我们作出抉择。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

增长”“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改革”“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

失衡问题”。韩国韩中全球协会会长禹守

根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为推

动经济全球化更多释放正面效应，进入更

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提

供了指引。

“习近平主席的书面演讲蕴含真诚的

合作精神。”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

峰会的秘鲁农业生产商行业协会会长加夫

列尔·阿马罗对“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

全球化”深感认同。他说，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体系等主张也是秘鲁支持和推动的

方向，所指引的正是“一条让我们更快前进

的道路”。

“从习近平主席的书面演讲中，我们

读出很多振奋人心的信息！”参加亚太经

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秘鲁钱凯商业、

工业和旅游商会会长尼洛·米兰达对习近

平主席提到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

体”深有体会。他说，14 日举行开港仪式

的钱凯港展现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

秘鲁带来的重要发展机遇。“中国上海有

东方明珠，我希望钱凯港成为安第斯山脉

的明珠。”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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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通车仪式的时候，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油然

而生。”作为雅康（泸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李世佳回忆起 2018 年底泸定大渡河兴康

特大桥（以下简称兴康特大桥）建成通车时的情形说。

8 月下旬，采访组一行来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泸定县泸桥镇咱里村，雅康高速（雅安至康定）公路从

这里穿越高耸的二郎山，在宽阔的大渡河上，兴康特大

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两岸，一路直通康定，十分壮观。

雅康高速公路是成都平原连接甘孜藏族自治州进

而通往西藏的重要通道，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雅

安经西藏至新疆叶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兴康特

大桥也被誉为“川藏第一桥”。它是雅康高速公路的

控制性工程之一，大桥全长 1411 米，主桥长度 1100 米，

建设历时 4 年，是一座超大跨境钢桁梁悬索桥。这座

获得 2 个“第一”、5 个“首次”的超级工程，2019 年荣获

有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古斯塔夫·林德撒尔”金

奖，并登上了 2019 年发行的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 65

周年纪念邮票。

李世佳介绍，由于建设在高海拔、高烈度地震区、

复杂风场环境下，兴康特大桥的建设难度系数极高。

建设者们面临着“地形极其复杂、地质极其复杂、生态

环境极其脆弱、气候条件极其恶劣、施工极其困难”的

挑战。 （下转第二版）

泸定大渡河兴康特大桥被称为“川藏第一桥”—

站 在 桥 上 看 发 展
西藏日报四川日报川藏线联合报道组

图为泸定大渡河兴康特大桥。 本报记者 张思雨 摄

新华社利马 11月 15日电（记者 赵晖 朱雨

博）当地时间 11 月 15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

习近平指出，我们两年前在巴厘岛会见以

来，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不少变化。无论形势如

何变化，中韩两国都应该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

邻友好方向，坚持互利共赢目标，发挥地理相邻、

文化相通、经济相融优势，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加强高层交往，增进

理解信任，致力于相互成就，实现共同发展。中

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更多韩国

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双方要共同致力于维护国

际自由贸易体系，维护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畅通，多开展有利于增进友好的活动，鼓励

舆论界、学术界、地方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往来。

欢迎更多韩国民众来华，希望韩方为中国公民赴

韩推出更多便利化措施。中方祝贺并支持韩国

接任明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愿同韩方扩大多

边协调和合作。

尹锡悦表示，两年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

岛进行会晤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有序发展。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应对世界面

临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韩国视中国为重要合作

伙伴，希望本着相互尊重精神，秉持建交初心，推动

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应对共同

挑战，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下转第二版）

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习近平分别会见多国领导人

本报拉萨 11 月 16 日讯（记 者 李梅

英）据拉萨海关统计，前三季度，西藏外贸

累计进出口 84.36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10.2%，增 速 高 于 全 国 水 平 。 其 中 ，出 口

74.55 亿元，增长 4.2%；进口 9.81 亿元，增长

96.3%。

西藏民营企业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展

现旺盛活力。前三季度，西藏民营企业进

出口 83.14 亿元，增长 11.4%，占同期西藏

外贸进出口的（下同）98.5%，增速高于西藏

外贸 1.2个百分点，是拉动西藏外贸增长的

主要动力。

开放平台作用持续发挥。前三季度，

拉 萨 经 开 区 及 综 合 保 税 区 合 计 进 出 口

33.21 亿元，占西藏外贸总值的 40%，有力

支撑西藏外贸发展。

在“新三样”爆单的同时，手机、电脑、

家电等“老三样”出口优势依然稳固。前

三季度，西藏出口机电产品 21.61 亿元，占

西藏外贸出口的 30%。其中，新能源车、

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

2.19 亿元，增长 8.8 倍；手机、电脑、家用电

器 等“老 三 样 ”产 品 出 口 1.63 亿 元 ，增 长

3.6%。

大宗商品进口量稳定增加。前三季

度，西藏大宗商品进口量增长 17.4 倍。其

中，煤及褐煤等能源产品 71.18吨；贵金属、

铜、锌等金属矿砂 2.51吨。

西
藏
外
贸
﹃
三
季
报
﹄
亮
点
频
现

山 南 苹 果 出 口 尼 泊 尔

本报拉萨11月 16日讯（记者 桑邓旺姆）自治区

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我区最

高用电负荷 237.09万千瓦，同比增长 30.68万千瓦；全

社会用电量 109.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85%，其中

工业用电量 45.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7%，电力消

费延续较快增长势头。

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从传统产

业的升级转型到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全区各行各

业用电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长 36.56%、第 二 产 业 增 长 13.01%、第 三 产 业 增 长

16.08%，城乡居民用电量增长 16.38%，用电量增速均

保持在 2 位数以上。这一系列增长数据不仅反映了

我区经济稳步发展，更是电力行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的有力证明。 （下转第二版）

前三季度我区电力消费持续上升

本报泽当 11月 16日电（记者 巴桑旺姆）15 日，

山南市举行扎囊县矮化苹果出口发车仪式。苹果出

口不仅是山南苹果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里程碑，更是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

上午 10 时，两辆装满矮化苹果的车辆从山南市

扎囊县发车，正式开启了山南矮化苹果出口尼泊尔

的新里程。据了解，作为山南矮化苹果的重要种植

基地，扎囊县矮化苹果种植面积共 10200 亩，总投资

5.45 亿元，分布在扎其乡朗赛岭村和桑耶镇洛村两

个片区，面积分别为 3992.9 亩和 6207.1 亩。扎囊县

矮化苹果品种丰富，有福布拉斯、阿珍富士、烟富 3

号、至尊富士、蜜脆等 9个品种。

3 年来，扎囊县矮化苹果产业累计带动当地群

众务工增收 5841.14万元，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

来源，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

据悉，此次山南矮化苹果出口，将进一步提升

山南苹果的品牌知名度，助力和服务企业拓展南

亚市场。

西藏农业科技园区大力发展设施蔬菜产业

智能化大棚：丰富“菜篮子”鼓起“钱袋子”
科技日报记者 杨宇航

初冬时节，西藏拉萨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内，一排排现代化的钢构大棚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些大棚不仅

承载着丰富群众“菜篮子”、鼓起农牧

民“钱袋子”的美好愿景，还见证了西

藏蔬菜产业从传统向现代、从低效向

高效的转变。

近年来，西藏积极推进农业科技

园 区 建 设 ，在 发 展 当 地 特 色 优 势 产

业、助力农牧业科技创新、带动农牧

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位于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江村

的茂藤农业园区是西藏农业科技园

区大力发展设施蔬菜产业的生动实

例。该园区借鉴山东寿光先进的设

施蔬菜全产业链模式，已建立起 100

座日光温室和 6 座高标准土墙日光

温室，实现高效蔬菜生产。

走进园区智能化温室大棚，黄瓜

藤蔓上挂满了翠绿的果实，西红柿如

同宝石般诱人。曲水县蔬菜协会会

长桑茂鹏介绍，西藏独特的光照条件

以及园区内病虫害少等优势让这里

的蔬菜深受市场青睐。然而由于西

藏 昼 夜 温 差 较 大 ，导 致 蔬 菜 产 能 较

低。建设智能化温室大棚突破了气

候等自然因素限制，提升了蔬菜生产

能力。据统计，全区蔬菜播种面积从

2012 年 的 35.61 万 亩 增 至 2023 年 的

44.45 万亩，产量则由 65.59 万吨提升

至 95 万 吨 ，增 幅 分 别 达 24.82% 和

44.84%。

在日喀则市巴扎乡彭仓村，果蔬

种植户边巴次仁的温室大棚里硕果

累累。自 2020 年开始种植大棚蔬菜

以来，他的收入持续提升，彭仓村也

成为蔬菜种植的示范村。这一变化

得益于日喀则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

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以及山东省济

南市援藏干部和科技特派员的长期

指导。科技特派员不仅带来了先进

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更激发了当

地农牧民种植蔬菜的热情。

（下转第三版）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之七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