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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
缔约方大会 6 日在埃及海滨城市沙姆沙伊
赫开幕。过去一年，世界尚未走出新冠疫情阴
霾，又遭遇乌克兰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
全球通胀和极端天气频发等多重挑战。在此
背景下，本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将聚焦哪些
议题？

切实行动减缓升温

　　 2022 年，全球接连发生高温、暴雨、洪水、
旱灾等自然灾害。欧洲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和热
浪以及随之引发的干旱和森林火灾，巴基斯
坦暴雨成灾导致三分之一国土变成泽国，飓
风让美国成千上万户家庭损失惨重……
　　世界气象组织应用气候服务主管罗伯
特·斯特凡斯基警告说，如果全世界再不采取
紧急行动，类似高温、干旱、洪水等极端气候
事件未来或成为常态。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凝
聚政府、企业和公众力量，将承诺落实为行
动，尽快减缓升温速度，实现将全球平均气温

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 摄氏
度之内、并努力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
目标，是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讨论的重点。
　　埃及气候与环境专家、阿拉伯环境专
家联合会秘书长马格迪·阿拉姆说，全球气
候变化一旦造成了实质性破坏再采取行动
就为时已晚，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不是“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本
次气候大会主办国埃及提出“共同实施”的
口号，呼吁各国将此前对气候变化所做的
承诺从口头落实到行动上。
　　资金问题既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
也是制约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应行动的最大
障碍。阿拉姆说，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问题
的一个关键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适应基金”，现在对该基金的需求还在不
断增加。然而，自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变
化大会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未能完全兑现
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
在本届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将再次为此展开激烈博弈。

关注非洲气候安全

　　许多人将本届大会定义为“非洲的气

候大会”。非洲国家对全球变暖的“贡献”远
不及发达国家，而受到的影响却远高于发
达国家。埃及环境部长亚丝明·福阿德说，
非洲国家排放量仅占全球的 4% 。非洲至
今仍是全球贫困人口最多的大陆，也是在
气候变化面前最脆弱的大陆。
　　联合国报告显示，如果全球气温到
2100 年比现在上升 3 摄氏度，农作物歉
收与干旱所导致的经济代价将比现在高 5
倍。由于干旱和荒漠化导致农田流失，叠加
其他因素，不少非洲国家今年以来粮食供
应紧张甚至面临中断的风险。“埃及位于地
中海和红海之间，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
的国家之一。海岸被侵蚀、干旱等问题严重
影响了埃及的粮食安全，一些农作物无法
结出果实。”阿拉姆说。
　　埃及总统塞西在大会筹备期间多次表
示，埃及希望发挥东道主的作用，在大会期
间为非洲大陆的利益发声，助力非洲在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质的飞跃。
　　埃及外交部环境、气候与可持续发展
司司长穆罕默德·纳斯尔介绍说，农业和粮
食安全是国际社会今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
一，也是本届大会高度重视的议题。本届大
会将举行有关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问题的

圆桌会议，提出关于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
方面的倡议，并在多边谈判中优先考虑农
业方面的应对举措。

加速推动绿色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危机升级，美
国、欧盟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实施制
裁，不少欧洲国家被迫转而使用煤炭等传
统能源，给全球减排带来损害。“北溪”天然
气管道泄漏也增加了温室效应。
　　阿拉姆说，一系列事实证明，人们应当
加快寻找替代能源，走上绿色发展道路。
　　虽然苦于资金和技术限制，许多发展
中国家对于绿色发展的渴望仍非常强烈。
埃及开罗大学教授瓦利德·贾巴拉说，绿色
发展并不是一个替补选项，而是全世界限
制碳排放、保护环境的一条不可替代的
道路。
　　本届气候大会上，推动绿色发展，尤其
是发达国家切实做到节能减排，并帮助广
大发展中国家寻求绿色发展之路，将是一
个重要话题。
  （参与记者：陈梦阳、沈丹琳、姚兵、
段敏夫）  新华社开罗 11 月 6 日电

多重挑战下，联合国气候大会有何看点

　　新华社埃及沙姆沙伊赫 11 月 6 日电
（记者陈梦阳、姚兵、沈丹琳）一场题为“绿
色生活，共建共享——— 倡导公众参与绿色
行动”的主题边会 6 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 架 公 约 》第 二 十 七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27）的中国角举行。中国气候变化谈
判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出席边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
为边会致辞。
　　解振华指出，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
进一步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量，围绕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各项重点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已建立起碳达峰碳中
和领导机构，建立了“1+N ”政策体系，制定
中长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推进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编制实施国家适应气
候变化战略。经初步核算，2021 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降低
3.8% ，比 2005 年累计下降 50.8%。
　　解振华表示，中国长期积极营造绿色
低碳氛围，激励全社会参与碳减排，践行
绿色低碳行为，探索建立多元社会化参与
机制；生态环境部连续多年部署开展“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更广
泛地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推动
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社会氛围；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加强中小学、幼儿园生态文明教
育；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城市交流活动进社
区、进高校，增强社会绿色发展理念，引导
公众践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
　　他说，公众参与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是每个国家环境治理能力现代
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指标。中国将
与各方一道按照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协商
一 致 、缔 约 方 驱 动 的 原 则 ，共 同 推 动

COP27 取得成功，为构建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
力量。

　　会上，来自清华大学、中华环保联合
会等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代表共同
探讨、交流了公众参与低碳行动的优秀

案例、面临的挑战及建议。
　　 COP27 定于 6 日至 18 日在埃及海
滨城市沙姆沙伊赫举办。

气候大会中国角举行“绿色生活，共建共享”主题边会

  ▲这是 11 月 6 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拍摄的“绿色生活，共建共享——— 倡导公众参与绿色行动”主题边会现场。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摄）

　　新华社伦敦 11 月 4 日电
（记者杜鹃、许凤）“对我而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像
是一本百科全书。它介绍了中
国十年来的变化、中国的现状、
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的世界
地位以及中国将为世界作出什
么贡献，具有重大意义。”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基思·
贝内特日前在伦敦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
　　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贝内
特日前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参
加“中国新征程，世界新机遇”
座谈会。他会后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中共二十大对中国乃至
世界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政治事
件，二十大报告是“非常伟大
的、科学的”，将指导中国今后
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工作，其
指导意义将延续到 2035 年、
甚至到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100 周年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
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贝内特对中国式现代
化的特点脱口而出。他说：“所
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
反映了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发
展，反映了中国的智慧、文明和
历史，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谈及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
国家现代化的不同之处时，贝内
特说，历史上，一些西方国家的
现代化建立在对他国剥削、压迫
和殖民的基础上。中国的发展不
是通过剥削他国，中国通过发展
自己实现现代化，同时帮助他国
发展。“这是本质区别。”
　　他还认为，与西方国家现
代化加大贫富差距不同的是，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共同富裕；
西方国家现代化以牺牲自然环
境为代价，而中国想要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贝内特相信，中国解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办法，将为其他国家带来宝
贵经验，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从中受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出现了心理健康危机和反
社会行为等。”贝内特表示，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注
重物质文明，也注重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福祉。
　　贝内特还对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深有感触。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运
用到中国实际中并在此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助于
针对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更现代的解决方案。
　　贝内特注意到，二十大报告中提及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他表示，中华文明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且发展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国的
文明和文化体现了如此多的人类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
许多内容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两者应该相互
融合。
　　贝内特表示，当今世界远非安宁，世界面临迫在眉
睫的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的威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
合作。在他看来，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认真应对全球问
题和挑战的大国。无论是发展、减贫还是气候变化，中
国都在认真应对，提出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想法和实际
的建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就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
认可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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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曼谷电（记者宋宇、林昊、郭鑫惠）泰国国会主
席兼下议院议长川·立派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举，中国共
产党带领 14 亿多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带来鼓舞。
　　川·立派说，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国情，“没有人比
中国人更了解自己的国家，中国走出了一条遵循自身发
展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
独特创举”。
　　川·立派现年 84 岁，曾于 1992 年至 1995 年、1997
年至 2001 年两度担任泰国总理。他多次访问中国，既
去过城市也到过乡村，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给他留
下了深刻印象。
　　川·立派说，过去十年间，中国持续创造经济发展奇
迹，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建立了现代化交通系统等，“毫
无疑问，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川·立派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他表示，中共二十大为中国未来发展制定了新蓝图，
期待不断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
具体措施，这会给其他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经验。
　　川·立派对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表示赞赏。在他看来，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
独自生存，各国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基础来展开合作，以
创造更好的未来。
　　今年是中泰建交 47 周年，也是中泰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10 周年。川·立派非常高兴看到两国关
系不断深化，他表示，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向泰国提供
了疫苗和抗疫物资，危难时刻中国人民为泰国人民提供
真诚帮助，泰国人民始终铭记在心。（参与记者：任芊）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道 路

鼓舞广大发展中国家
访泰国国会主席川·立派

　　新华社巴西马利亚迪尼亚 11 月 5 日电
（记者赵焱、陈威华）在巴西北部托坎廷斯州，
有一个名为马利亚迪尼亚的小乡村，它是一
个由奴隶制时期出逃奴隶（基隆布人）定居而
成的村落，现在的村民都是当年“逃奴”们的
后人。类似的村庄通常位于交通不便的密林
或荒野中，人们生活相当贫困。
　　然而自去年以来，随着一座水果加工厂
正式运营，马利亚迪尼亚村里女性的生活发
生了巨大变化。村民马莱娜日前坐在家里新
添置的沙发上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自己生活
的转变。
　　“工作前后的生活改变可以用从白水到
红酒来形容。”马莱娜说，“以前我是个家庭主
妇，但从去年起我有了工作，现在，我用自己
挣的钱买了沙发、冰箱，不需要分期付款就可
以买手机，我家房子外墙也开始刷水泥，可以
说梦想都一一实现了。家里还通了网络，我学
会了上网联系业务、采购和推销。”马莱娜一
边带着记者参观自己的家，一边说个不停。
　　马莱娜工作的水果加工厂是中国国家电
网巴西控股公司（国网巴控）赞助兴建的，属
于公司基础环保计划的一个项目，目前有 10
名工人，其中 9 人是女性。
　　国网巴控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协调人
安妮·德阿莫林告诉记者，在巴西第二大水电
站美丽山水电站二期输变电项目建设期间，
由于输电线路经过该村庄附近，建设人员与
村民座谈，了解到当地有大量果树，村民们想

建水果加工厂，但是当地水质不好。于是，
国网巴控决定帮助该村打两口井，既可提
供优质水源，也可以把水果加工厂建起来。
　　德阿莫林说：“经过努力，我们得到建
设工厂的环保许可，并纳入公司基础环保
计划中。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让村庄获

得可持续发展。”
　　 2018 年 11 月，国网巴控帮助该村完
成了工厂厂房建设，从 2019 年开始对村
民进行从采摘水果到使用机器等培训。
2021 年初，工厂获得营业许可，同年 8 月
正式投入运营。工厂生产的果浆来自针叶

樱桃、芒果、菠萝、百香果等当地出产的
水果。
　　食品工程学家格拉谢拉·帕卢多是国
网巴控签约聘请的专家，负责教授当地村
民制作果浆。她对村民进行新鲜水果保存、
水果加工、标准化包装、保质期控制等培
训，也帮助他们联系采购商。
　　“虽然来这里的路不好走，要花费很长
时间，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帕卢多说，

“因为我看到她们不再依赖丈夫，能用劳动
养家，她们是女性、黑人、基隆布人，远离城
市，几乎是被社会遗忘的一群人，但现在都
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为她们感到自豪。”
　　水果加工厂出产“基隆布果园”牌果
浆。巴西国家供给公司已与工厂签约，使该
品牌果浆可以供公立学校的小学生加餐时
饮用。此外，工厂还与一些酒店和私立机构
签约供货。水果加工厂工人的年均收入可
达 8000 雷亚尔（约合 1.1 万元人民币）
左右。
　　由于马利亚迪尼亚村所处的多树草原
地区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贮藏，果浆的
味道好，产品销路很快打开，订货量大时还
需到附近市场购买水果进行补充，因此，马
莱娜想在自家地里再种一些果树。
　　“我对中国企业只有感谢！我们希望工
厂规模越来越大，产品销得越来越远，我相
信只要有愿望，通过努力就一定能实现。”
马莱娜说。

中企社会项目为巴西“逃奴”村女性带来新生活

  ▲ 10 月 4 日，在巴西托坎廷斯州马利亚迪尼亚，水果加工厂工人马莱娜在家中使用
新买的电脑。                   新华社记者王天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