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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球 南 方 ”为 发 展 而 起 ，因 发 展 而

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俄罗斯喀

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期

间，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时指出，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

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

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这一

主张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谋发展、促合

作的迫切需要，也彰显了中国与“全球南

方”携手并进、共谋发展的坚定决心。

金砖国家走到一起，“全球南方”国家

聚在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发展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共同诉求与普遍期待，金砖合作机制吸引

力 不 断 增 强 的 关 键 就 在 于 聚 焦 合 作 发

展。从成立新开发银行到建设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从达成“金砖国家数字经济

伙 伴 关 系 框 架 ”到 加 强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合

作，从深化能源、粮食安全合作到推动可

持续发展，金砖国家一直将共同发展作为

合作重点，携手做大发展蛋糕。成立 18 年

来，金砖不断发展壮大，人口占全球近一

半，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超过三成，对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从世界经济

“ 存 量 边 区 ”成 长 为 全 球 瞩 目 的“ 增 量 重

镇”。随着“大金砖合作”启幕，金砖国家

探索发挥“大金砖”的资源、市场等优势，

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在深化农业、能源、矿

产、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同时，拓展绿色

低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推

动金砖务实合作提质升级。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脆弱乏力，全球发

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带来变

革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着眼于高质量

发展，为金砖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出前

瞻性方案。从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

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到提出建立金砖国家

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特殊经

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

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从

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矿产合

作，到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充实合

作“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习近平

主席在峰会上提出的建设“创新金砖”“绿

色金砖”的理念，旨在提升金砖国家的发展

能力和合作水平，得到各方高度认可。

发展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中国不仅自己

发展，也通过开展合作、创造机遇带动“全

球南方”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示

范作用。阿塞拜疆南高加索政治学家俱乐

部主任伊尔加尔·韦利扎德说，中国在数字

经济等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中国提出

的新举措有利于建立一个推动创新合作的

全球性平台。南非沃尔特·西苏鲁大学研

究员祖基斯瓦·罗博吉说，中国在绿色能源

等领域的发展引人注目，以实际行动促进

金砖国家之间的绿色合作，“帮助金砖国家

成为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同

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关

系不可动摇的根基。”中国既做出庄严的

承诺，也付诸坚定的行动。中国提出“全

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支持“全

球南方”合作八项举措，向 160 多个国家提

供发展援助，同 150 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

带一路”，同 100 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

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投入并

动员近 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 1100多

个项目，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南方”发展振

兴注入动力。

无 论 国 际 形 势 如 何 变 化 ，中 国 支 持

“ 全 球 南 方 ”发 展 振 兴 的 承 诺 永 远 不 减 。

从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

会，从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方一系列重

大外交行动表明，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

方”、扎根“全球南方”。中国正持续推进

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

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搭乘中国式现代化

动车，共同驶向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

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金色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 27日电）

同行发展大道 共创“金色”未来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共同家园

10月 26日，第十一届中国-中亚合作论

坛在宁夏银川开幕。本届论坛以“推动绿色

发展 建设共同家园”为主题，进一步加强中

国与中亚国家在经贸、能源、农业、交通物流

等领域合作。

图片均为 10 月 26 日，消费者在中亚特

色商品展示展销中心现场选购商品。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去年中国创新指数比上年增长6%
R&D经费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5日电 （记者潘洁）国家统计局 25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 165.3，比上年增

长 6%，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创新环境加速改善，创新环境指数为 177.1，比上年增长

10.4%。创新投入持续增加，创新投入指数为 155.0，比上年增

长5.5%。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保持稳步增长。2023年，

我国 R&D 经费投入达 3335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4%，投入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创新产出较快增长，创新产出指数为

199.7，比上年增长 6.5%。创新成效进一步显现，创新成效指

数为 129.4，比上年增长 0.4%。

以色列否认袭击前向伊朗“通气”
伊朗称将在适当条件下作出反击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7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以

色列 26 日否认在袭击伊朗前事先向伊朗“通气”，并表示袭击

伊朗目标并非基于美国指令。伊朗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礼

萨·阿雷夫表示，伊朗将在“适当时间和条件下”对以色列作出

反击。此外，多方表态要求中东有关方面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据以色列媒体 26 日报道，以色列在打击伊朗前，不仅提

前告知了美国，还通过“多个第三方”提前告知了伊朗，“以

色列提前向伊朗清楚说明了以方要打击的大致目标，以及

不会打击的目标”。此外，以媒还报道说，以色列起初计划

袭击伊朗石油天然气设施，但在美国持续施压下只袭击了

军事设施。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否认以方提前向伊朗“通气”，同

时否认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下改变了袭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

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选择袭击目标，而不是听从美国的命

令。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伊朗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礼萨·阿雷夫 26 日分别前往

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德黑兰

的办公室，吊唁真主党已故领导人纳斯鲁拉和哈马斯已故领

导人辛瓦尔。他随后对媒体表示，伊朗将在“适当时间和条件

下”对以色列作出反击，“以色列必须等待反击”。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在以军 26 日对伊朗军

事目标实施的一系列打击中，有至少 4 名伊朗士兵丧生。伊

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阵亡士兵及其家

属表示哀悼和慰问。他还表示，伊朗将用“明智的方式”回击

以色列的“任何愚蠢行为”。

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

军袭击摧毁了伊朗 12 个用于生产远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

设备，伊朗目前无法自行生产这些设备，只能依赖进口，且生

产时间可长达一年。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尽管伊朗仍有

大批存量弹道导弹，但伊朗后续生产能力面临严重威胁。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26 日晚间发布声明说，伊

朗核设施“未受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驻伊朗核查人员目前

安全，仍在继续工作。

鄱阳湖，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生

态系统、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和长江江

豚等珍稀濒危物种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之

一。每年秋冬季，鄱阳湖约有 70 万只候

鸟飞抵越冬，被誉为“候鸟天堂”“白鹤王

国”，在全球湿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鄱阳湖仍存在湿地生态功能退

化、越冬候鸟自然食源供给不足等问题，

亟待妥善解决。探索湿地生态保护补偿

途径，建立湿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江西

一直在行动。

维护栖息地生境 促进和谐共生

秋分寒露至，霜降红叶染。余干县康山

垦殖场插旗洲的种粮大户张富根满脸无奈

地看着长势喜人的 200 多亩水稻被近万只大

雁“光顾”，稻穗被啄得七零八落。

当地林业局在了解情况后，不仅给张富

根发放了湿地生态补偿资金，还对候鸟觅食

相对集中的农田按协议价购买进行生态补

偿。感动之余，张富根当上了护鸟员，每天

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守护着这一湖候鸟。

看到白鹤在藕塘里觅食，是民间公益志

愿者周海燕最开心的日子。作为一名民间

公益志愿者，她拍摄的上千张白鹤照片，见

证了湿地生态保护补偿的惊喜。早在 2016年

以前，鄱阳湖因气候、传统食物数量变化等

原因导致白鹤食源减少，南昌高新区五星垦

殖 场 的 藕 田 变 成 白 鹤 经 常“ 光 顾 ”的 觅 食

地。为了减少损失，藕农无奈纷纷决定改种

其他作物，但周海燕为了留住白鹤，选择众

筹资金租下 300 亩藕田继续种植莲藕供白鹤

食用。

2018 年 ，江 西 省 林 业 局 把 五 星 白 鹤 保

护小区纳入生态保护补偿范围，累计补偿

资金达 1600 万元。2020 年，在南昌市和南

昌高新区的支持下，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的

湿 地 保 护 面 积 从 300 亩 扩 大 到 1050 亩 ，成

为江西打造白鹤品牌、展示生态文明建设

成效的重要窗口。

2014 年以来 ，江西按照“谁保护、谁受

益”“谁受损、补偿谁”原则，持续开展湿地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并 于 2021 年 把 2 处 国 家 重

要湿地和环鄱阳湖县（市、区）纳入湿地生

态保护补偿范围。10 年来，江西累计投入

湿 地 生 态 效 益 补 偿 资 金 超 3.75 亿 元 ，补 偿

受损农作物超 1.09 万公顷，实施道路提升、

改水改厕、环境绿化等社区生态修复和环

境整治项目 608 个。

实施生态修复 巩固鄱湖生态

2022 年夏天，一场极度干旱，让鄱阳湖

喊“渴”，水生生物生存空间缩减，候鸟天然

食源锐减，人鸟活动区域重叠冲突，鸟类疫

源疫病风险陡增。为全力维护鄱阳湖区湿

地候鸟安全，2023 年江西累计投入 5216 万

元用于全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工作，持续

加强鄱阳湖碟形湖水位管控，开展老化苔

草 刈 割 ，储 备 稻 田 、藕 塘 等 候 鸟 应 急 食 源

地 ，让 候 鸟 在 鄱 阳 湖 接 续“ 追 青 逐 绿 ”。

2023 年，全省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修复项目，

共 完 成 湿 地 恢 复 和 综 合 治 理 7.67 万 亩 ，其

中 鄱 阳 湖 区 生 态 修 复 和 环 境 治 理 3.19 万

亩；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12万亩。2023年 12月

至今年 1 月，林业部门持续监测到 800 余只

白鹤在沙湖和大湖池两个子湖越冬栖息，

多年生态治理成效初显。

湿 地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是 生 态 工 程 ，也 是

民生工程。2023 年，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开展常湖池、象

湖植被恢复和生境改善 1050 亩，子湖蓄水

设施维护 3 处，建立湿地生态隔离带 30 亩，

通过采取关闸蓄水、修闸补堤保水等措施

强 化 大 湖 池 、沙 湖 、朱 市 湖 、常 湖 池 、梅 西

湖等 9 个重点子湖泊的水位科学管控。江

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

际重要湿地）对南矶乡范围内的 13 个碟形

湖的围堤、闸口进行了修复。鄱阳湖环湖

永 修 、余 干 、鄱 阳 县 和 都 昌 候 鸟 省 级 自 然

保护区等开展生态保水补水共计 25 万亩，

完成老化苔草刈割 23 万亩，有力促进了湖

区 湿 地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和 人 居 环 境 质 量 同

步提升。

聚焦乡村振兴 助推绿色发展

每年秋冬季候鸟来临后，大批游客来到

永修县吴城镇观鸟。通过打造“中国候鸟小

镇”，吴城镇的渔民纷纷上岸开起了小餐馆，

随着每年观鸟的游客越来越多，餐馆生意也

越来越好，“现在都忙着赚钱，没人再和候鸟

较劲了。”

为维护鄱阳湖越冬候鸟种群生态安全，

江西省进一步发挥鄱阳湖生态资源、人文资

源等优势，奋力打造永不落幕的国际观鸟胜

地，并于 2019 年、2021 年成功举办国际观鸟

周，2023 年“观鸟周”升级为“观鸟季”。仅第

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季活动期间，共计 70 万

余只越冬候鸟翔集鄱阳湖，让国内外嘉宾感

受到了人鸟和谐、万物共荣的自然美景。通

过精心打造观鸟点，策划观鸟旅游精品线

路，开展国际论坛、国际观鸟赛、生态摄影大

赛和应对气候变化与企业家社会责任沙龙、

“百湿千校万人”主题自然教育等活动，持续

引燃观鸟热度，进一步提升鄱阳湖国际生态

品牌、国际旅游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为鄱

阳湖区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全方位、深层次

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届活动举办期间，

前往沿湖各地观鸟旅游超 30 万人次，第三届

鄱阳湖国际观鸟季活动期间的相关资讯浏

览量超 6 亿次。沿湖各地以观鸟活动为契

机，拉动经济发展，积极推动文化旅游、生态

保护与修复等领域合作，有力带动了“观鸟

经济”发展。

江西的湿地生态补偿，实现了人鸟和谐

共生的良性循环，变“我要赶鸟”为“我要护

鸟”，变“人鸟争食”为“观鸟致富”。同时，充

分发挥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撬动作用，协

同推进市场化、多元化保护补偿，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永修吴城“中国候鸟小镇”、南昌

五星白鹤保护小区、余干插旗谷“白鹤洲”、

柴桑东湖青头潜鸭湿地等，建设一批国际

化、精品化、特色化观鸟平台，开展湿地生态

旅游、自然教育等活动，增强了社会对湿地

保护责任意识，日益完善的湿地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为湿地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 最 初 的 试 点 ，到 多 种 补 偿 模 式 的 探

索，从顶层设计到稳步推进，江西深入推进

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工作，不断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也推动鄱阳湖走向世

界。今年 6 月 1 日，《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正

式实施，江西继续书写新时代湿地生态保护

补偿新篇章。

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这一方生态水土

不仅属于江西人民，也属于全国人民。4500多

万赣鄱儿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生态文明

建设高地。 计玲瑶/文

（图片由江西省林业局提供）

江西鄱阳湖南矶国际重要湿地 赵丰收摄

婺源县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婺源县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极度濒危物种蓝冠噪鹛繁殖栖息地极度濒危物种蓝冠噪鹛繁殖栖息地 程程 政政摄摄

保护与发展并重 生态与经济双赢
——江西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