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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尊敬的卢拉总统，
各位同事：

很高兴来到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峰会。感谢卢拉总统和巴西政府对中国代
表团的热情接待。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作为世界主要大国
领导人，我们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秉持命运共
同体意识，扛起历史责任，展现历史主动，推动
历史进步。

我曾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世
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的基础之上，各国应该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
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中国主办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时，首次将发展议题放到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发布《二十国集
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和

《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
倡议》。这次里约热内卢峰会把“构建公正的
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作为主题，把“消除饥饿
贫困”作为首要议题，并决定成立“抗击饥饿与
贫困全球联盟”。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
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

公正世界。
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在贸易投资、

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做强发展机构，
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让越来越
多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实现现代化。

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支持发展中
国家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妥善应对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挑战，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营造开放、包
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推动普惠包容
的经济全球化，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赋能
可持续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潮流，缩小南北差距。

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坚持多边主
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各位同事！
中国发展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已经实现 8 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
前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
目标。

这些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勠力同心、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庄严承诺“决不能
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坚持精准
扶贫，做到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坚持在经济
发展中扶贫，积极引导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
地区流动。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
贫，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
有“造血”功能的产业。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
扶贫，推动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结对子”互
助。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工作，
扶贫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
成的一件大事。

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
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
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
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
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
意义。

各位同事！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

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
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中国不追求一枝独

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
现现代化。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
展的八项行动。

第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新
设立70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
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立体互
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绸
之路赋能。

第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在已经开展
1100多个发展项目基础上，建设好“全球南方”
研究中心，继续用好200亿美元资金窗口支持发
展中国家，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各
领域务实合作。

第三，支持非洲发展。今年9月，我在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了未来3年同非洲携
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并为此提供
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

第四，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中
方决定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支持
继续举办二十国集团发展部长会，并将继续主
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

第五，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
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

更多惠及“全球南方”。
第六，支持二十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

方”的务实合作，用好《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清洁
能源投资路线图》、《生物经济高级别原则》等成
果，支持设在北京的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
工作，支持各方在数字教育、博物馆数字化、古
籍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合作。

第七，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
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拒绝腐败避风港、
反腐败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

第八，中国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
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中方已经
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从现在起到 2030
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
亿美元。

各位同事！
中国人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方

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
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
现实。

谢谢大家。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18日电］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的讲话

（2024年11月18日，里约热内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卢拉总统，
各位同事：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已经走过 16 年历
程。这些年，我们同舟共济、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推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合作，带
领世界经济走上复苏之路。我们勠力同心、直
面全球挑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抗击新冠疫
情，领航技术变革，不断赋予二十国集团新的
责任和使命。我们携手同行、完善全球治
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
机构改革，以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精神引领
国际合作。

站在新的起点上，二十国集团应该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继续做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历史
进步的力量。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
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结合二十国
集团职能，在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环境
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
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

全球化。
第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合作型世界

经济。我们已经制定二十国集团全面增长战
略，建立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框架。
当前，要致力于加强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在财
政、金融、货币、结构性改革方面加强宏观政策
协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
世界经济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用好二十国
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打造宏观政策
协调的“稳定器”，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
际经济合作环境。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
作为主要债权方，应该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减缓
债行动。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坚持对
腐败零容忍，加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不为腐败
分子及其资产提供“避风港”。

第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设稳定型世界
经济。要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按
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展世界银行
股权审议，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
整。要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防止本国
货币政策调整产生负面外溢效应，发达国家在
这方面应该承担起责任。要完善金融风险监

测、预警、处置体系，加强数字货币、税收等领域
合作，筑牢全球金融安全网。要加快落实《二十
国集团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更好满足发展中
国家绿色融资需求。

第三，完善全球贸易治理，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要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
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继续推
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运转，并将

《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框架，早日就电子商务协定达成一致。
要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时俱进，既要
解决长期未决议题，又要积极探索制定面向未
来的新规则，提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效
性和相关性。要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人为割
裂全球市场，避免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
义之实。两年前，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等国共同
发起《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
议》，呼吁构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
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我们愿同各方就此加
强合作。

第四，完善全球数字治理，建设创新型世界

经济。要强化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部长会议功
能，在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
能向善、造福全人类，避免其成为“富国和富人
的游戏”。中方举办了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了《人工
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同各方推动联合国大
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
中方将于2025年继续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欢迎二十国集团成员参与。

第五，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
世界经济。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本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全面有效落实

《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
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近期举办的生物
多样性缔约方大会达成重要共识，我们要共同
支持今年年内举行的气候变化、荒漠化缔约方
大会取得积极成果。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是篇
大文章，要坚持先立后破，使清洁能源平稳有序
替代传统能源，加快世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中方愿同各方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
色矿产、绿色交通等领域国际合作，在力所能及
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全球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二十国集团要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发挥
更大作用，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
力。要本着“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
拱火”原则，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寻求政
治解决之道。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
家共同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
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加沙战火给人
民带来沉重苦难，要尽快推动各方停火止战，为
缓解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和战后重建提供支持。
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
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
立的巴勒斯坦国。

各位同事！
让我们重温二十国集团成立初心，从里约

热内卢再出发，弘扬伙伴关系，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

谢谢大家。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18日电］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关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的讲话

（2024年11月18日，里约热内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 通讯员 梅红玉 常仕梅
李根 董超 文／图

漾濞县平坡镇石坪村以党建
为引领，以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推
动乡村振兴，引导群众种植芭蕉、
生姜等特色农业产业，小芭蕉正
悄然成为助农增收的“新宠”。

走进石坪村，入眼便是一片
葱翠的海洋，一株株芭蕉傲然挺
立，宽大的叶片随风摇曳，像是
热情欢迎八方来客。每一株芭
蕉树上，一串串芭蕉像一个个
精致的翡翠吊坠，散发着淡淡
的清香。

石坪村村民苏海勋一大早就
穿梭在芭蕉林里采摘芭蕉，他手
法熟练，小心翼翼地将一串串饱
满而丰硕的芭蕉割下。

“我们家种了 15 亩芭蕉，属
村子里种得最多的，一年四季
都有成熟可以采收的芭蕉，今年

卖芭蕉收入能有 2 万元左右。”
苏海勋说。

石坪村芭蕉果肉软糯香甜，
入口即化，有独特的口感与风味，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尝到种植甜
头的苏海勋，种好自家芭蕉的同
时，尝试做经纪人，村里种植的芭
蕉都统一由他收购并销往外地市
场，每年收购 10 吨以上，收入达
10万多元。

“在市场上，只要说我们是
漾濞石坪的芭蕉，大家都会抢着
买，有些客户直接与我们电话联
系进行预订。”苏海勋介绍道。

芭蕉具有易种植、易管理、
产量高等特点，而且养护的成
本较低，村里很多村民都开始
种植芭蕉。目前，石坪村芭蕉
种植面积达 100 多亩，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的又一途径，不少农
户靠着种植小芭蕉让家庭生活
越来越好。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漾濞县石坪村——

小芭蕉成为村民增收“新宠”

▲ 苏海勋穿梭在芭蕉林里采摘芭蕉。（摄于10月29日）

红尾猫
分 布 ：南 美 洲

亚马逊流域。
具有十分宽广的

口部及头部，背鳍上
有 7 根鳍刺，口部上
有 3 对触须，视觉较
差，主要依靠其触须
上的味蕾进行觅食。
尾部呈红色是红尾猫
最明显的特征。

麦克鸭嘴
分 布 ：南 美 洲

亚马逊流域。
下颚有4根触须，

上颚有2根触须，属底
栖性鱼类。

本报讯（通讯员 余霞 欧阳贵鸿
康亚娟） 11 月 18 日下午，大理（南涧）
澜沧江孔雀渡第四届全国野钓公开赛
在南涧县碧溪乡澜沧江孔雀渡野钓基
地圆满闭幕。

大理州弥渡晓伟野钓战队（1队）以

总重量77.95公斤的成绩夺得团体混合
鱼重量赛冠军，获 10 万元大奖；沃鼎
刘松松探钓万里行二队俞峰磊以钓获
单尾鱼最重达8.95公斤（该条大鱼后被
放生）夺得团体单尾重量“钓鱼王”，获
得1万元大奖。大理州弥渡晓伟野钓战

队（1队）队长张晓伟激动地说：“公开赛
给我们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队员们同
场竞技，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目前，我
们战队有 26 人，我们的口号是‘广交天
下钓友，笑迎四海豪杰’。”

本次比赛，历经 48 小时，100 支参

赛队3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回顾整个赛程，运动员挂饵投竿，

根据自己的经验拼手速、拼技巧，和时
间赛跑，充满刺激与惬意，大家不仅享
受到了钓鱼的乐趣，也感受到了自然的
魅力与力量。

大理（南涧）澜沧江孔雀渡第四届全国野钓公开赛圆满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