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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12 月 3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老挝总理潘坎就中老铁路通车互致贺信，强调双方愿共同努力，做好线路运维和安全保障，加大沿线综合开发，努力使铁路发挥最
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惠及两国及两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12 月 3 日下午在中
南海紫光阁视频会见世
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
维拉。
　　李克强祝贺伊维拉
成为世贸组织历史上首
位女性总干事和来自非
洲的总干事。他表示，今
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 周年。中国不仅履行
了入世承诺，也一直以
实际行动支持以世贸组
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世
贸组织作为多边贸易体
制的核心机构，在抗击
疫情、维护多边主义和
坚持自由贸易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期待世贸
组织继续有效凝聚各方
力量，发挥更大作用。
　　李克强指出，中国
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
要改革，主张坚持协商
一致原则，维护世贸组
织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
值，维护世贸组织规则
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保
障发展中成员发展权
益，缩小南北差距，使改
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将在世
贸组织中坚持权利与义
务相平衡的原则，承担
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水
平和能力相符的责任，
愿积极参与世贸组织相
关谈判。
　　伊维拉赞赏中方在
世贸组织中发挥的建设
性作用，感谢中方为支
持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和
发展经济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中国有很多有益
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世贸组织希同中方加
强沟通协作，推进世贸组织改革，为世界贸易健康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2 月 3 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视频会见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李克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关系，双方保持了良好合作，愿继续在债
务、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
争取取得更多积极进展。希望基金组织继续致力
于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
疫情、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李克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指出面对
复杂环境和新的下行压力，中国将继续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稳定的宏观政策，加强
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制定政策，运
用多种货币工具，适时降准，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
中有降，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中国愿承担作为
发展中大国应尽的责任，维护世界经济强劲、可持
续、平衡、包容发展。
　　格奥尔基耶娃高度赞赏中方为推动经济复苏
采取的各项措施和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挥的
领导作用，表示新冠疫情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
最大威胁，通货膨胀和债务问题也对世界经济复
苏形成挑战。基金组织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交流
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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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同老挝总理就中老铁路通车互致贺信

　　 12 月 3 日，“澜沧号”动车组列车从老
挝首都万象站缓缓驶出；同日，一列复兴号动
车组驶出中国云南昆明站……中老铁路全线
开通运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
在北京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通伦通过视频连线共同出席中老铁路通
车仪式。
　　钢铁巨龙纵贯山峦、横穿江河，承载着中
老两国人民世代友谊的列车，飞驰在希望之
路上。
　　中老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万象，
全长 1035 公里。中老铁路开通运营，是共建

“一带一路”实打实的成就，是中国以更开放
的姿态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典范，对推动
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促进区
域内国家互联互通具有里程碑意义。

赓续友谊

顶层设计推动发展对接

　　这是一条联结友谊、承载梦想的交通大
动脉。
　　中国与老挝山水相连，始终心意相通、真
诚相交。数载耕耘，成果丰硕。作为两国务实
合作的旗舰项目，中老铁路从开工建设到全
线通车，离不开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
决策、部署和推动。
　　 2017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后首次出访，老挝就是到访国家之一。
　　“我们要深化战略对接，打造互帮互助的
命运共同体。中国支持老挝发挥独特区位优
势，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中老铁路作为泛亚
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挝具有重大战
略和现实意义。”访问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
老挝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修建中老铁路
的重要意义。
　　访问期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时任老挝
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本扬的共同
见证下，中老双方代表签署中老经济走廊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文件。从此，全
面建成后将贯穿老挝南北的中老铁路被赋
予新的含义与使命，一幅幅合作的画卷随之
徐徐展开，跨越山川江河的中老友谊步步
升华。
　　 2019 年 4 月，本扬访华。访问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和本扬在北京签署《构建中老
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明确提
出，要以中老铁路为依托，开展以互联互通和
产能与投资合作为重点的经济贸易合作，将

中老铁路打造成共建“一带一路”示范项目。
　　 2021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与通伦通
电话时再次指出，双方要稳步推进中老经济
走廊和中老铁路等大项目建设，推动中老共
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通伦
对媒体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合作
国家带来了实际利益。老中铁路对老中关系
意义重大，将助力老挝实现由“陆锁国”向“陆
联国”转变。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全线采用中
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
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建设坚持以
基础设施“硬联通”为重要方向、以规则标准

“软联通”为重要支撑、以两国人民“心联通”
为重要基础，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标杆。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让老挝人民“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的梦想照进现实，也在中老命运
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画卷上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并肩奋战

攻坚克难浇筑钢铁长龙

　　这是一条与奋斗同行、与山川同美的蜿
蜒钢龙。
　　穿山岭、跨江河、过田园，中老铁路每
一寸推进都离不开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战。
中老铁路纵贯中国云南西部与老挝北部山
区，沿途山高谷深、地质复杂、水系众多，地
域风情独特。沿线民众形象地说，中老铁路
时而在“天上”（桥梁），时而在“洞里”（隧
道）。
　　中老边境，“一隧连两国”的友谊隧道属
于罕见的高侵蚀性盐岩隧道，设计和施工难
度极大。经过 1200 多名中老建设者历时 4
年多的艰苦奋战，友谊隧道安全胜利贯通。
　　“这条跨境隧道被命名为‘友谊隧道’，
象征着中老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建设过程
中，我们叮嘱自己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把
它建成高质量的标志性工程。”中铁二局中
老铁路老挝段友谊隧道项目行政经理王晓
东说。
　　万象市郊，中老铁路全线最长桥梁蓬通
特大桥以及楠科内河特大桥昂然屹立。在中
铁二局中老铁路第六标段工区长徐州带领
下，为了早日建成老挝人的“梦想之路”，团队
在这里完成了老挝人眼中一个又一个看似

“不可能”的任务：12 天建成钢筋厂、20 天建

成中老铁路展示馆和安全体验馆、一个月打
造出楠科内河特大桥和万象北站两个标准化
施工示范段共计 2.7 公里……
　　“坚守岗位、履行职责，为的就是‘中国工
程师’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徐州说，“我们将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坚守岗位、履职尽
责，秉持着这样的精神，中老铁路人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攻下一个个难关。在他们不懈
努力下，一条条隧道穿山而过，一个个桥墩拔
地而起，钢铁巨龙跃然腾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绝对不能
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中老铁路建设者既
有克服万难的勇气，也有环保施工、守山护水
的匠心。
　　在热带生态系统保存十分完整的西双版
纳，森林密布、野象出没，施工绿色环保要求
严格。中老铁路线路方案采取延长隧道、调整
斜井位置、以桥代路等措施，避开野生亚洲象
主要活动区域，最大限度保护象群生存家园。
　　在老挝北部，旅游城镇万荣依旧山河美
好；琅勃拉邦古城旁，中老铁路侧身而过，丝
毫不减古城的世界文化遗产特质。
　　如今，中老铁路沿线地区，草木葱茏，万
花缤纷，这条钢铁动脉隐现于青山绿水间、田
园阡陌中。

以民为本

命运与共携手共创未来

　　这是一条普惠民生、联通未来的光明
大道。
　　“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发展，让民众过上
好日子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加
强中老民生领域合作，促进中老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合作是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内容。……祝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越办
越好！欢迎你们早日乘上中老铁路列车来到
北京。”
　　 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老挝
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师生回信中说。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中老
铁路到来之前，老挝仅有一段长约 3.5 公里
的铁路连接泰国。交通桎梏导致老挝经济发
展长期落后。中老铁路从开工到运营，一条梦
想的坦途一帧帧在老挝人眼前铺陈开来，贫
穷褪去、希望展现。
　　随着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从万象到
中老边境车程由 2 天缩短至 3 小时，到昆明
可朝发夕至。一条铁路为老挝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搭建广阔舞台，令中老互联互通实
现跨越式发展，也让中国梦和老挝梦紧密联
结在一起。
　　从 2016 年全线开工至今，中老铁路带
动当地 5000 余人参与建设、带动当地就业
超过 11 万人次。一批批老挝青年走出大山，
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在这条现代铁路的建
设过程中逐步成长为“大工匠”。
　　宋宅·赛雅冯来自老挝北部大山，在中老
铁路建设启动时就来到项目上工作。“来到

（老中）铁路工作后学到了更多知识，学会使
用更高端的仪器设备。”宋宅说。
　　 2019 年，宋宅被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评
为“铁路工匠”。技术水平提升后，宋宅有了更
大的梦想。“老挝铁路建设才刚开始。积累了
经验和技术后，我希望自己成立测绘公司，和
中国公司合作。”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为老挝现代化建设
增添新引擎，助力老挝变“陆锁”短板为“枢
纽”优势，为中老两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提供了新的支撑，赋能双边
经济社会发展。
　　“修建老中铁路是老挝和中国互利合作
的决策，将给老挝带来很多商机，助力老挝经
济实现新发展。”老挝总理顾问、老挝国家工
商会副会长瓦莉·韦萨蓬说，老中铁路使老挝
的地理位置优势凸显，旅游、生态农业、轻工
业、金融和医疗等产业都可以在老挝找到发
展机会。
　　中老铁路如同一把“金钥匙”，纾解老挝

“陆锁国”困境，也在中南半岛腹地开启辐射
缅甸、泰国等国的大通道。随着中老铁路开通
运营，泛亚铁路网脉络更加清晰，中国与中南
半岛各国的联结更加紧密，区域内国家互联
互通站上新的起点。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
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在第三次“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共建

“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
民生为目标，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
际合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努力实现
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
量、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在新的征程上，中国将携手各国，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开创出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
  （参与记者：商婧、章建华、丁莹、齐中熙、
王长山、丁怡全）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上接 1 版）通伦表示，今天是一个值得自豪
的时刻，老挝各族人民终于梦想成真。感谢中国大
力支持，老挝终于告别了没有火车的时代，拥有了
现代化铁路。老中铁路是老挝“陆锁国”变“陆联
国”战略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纽带，是老挝
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极大
促进老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两国领导人重视
关心和各方大力支持下，双方克服疫情等诸多挑
战和困难，按期圆满竣工并交付通车，这是老挝各
族人民迎接建国 46 周年的宝贵礼物和庆祝老中
建交 60 周年的盛大喜事，是老中“好邻居、好朋
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和老中命运共同体精神
的生动写照，也是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
关系的伟大标志，必将为老中两党、两国关系注入
新的重要内涵。老挝愿同中方一道，维护、运营好
老中铁路，为两国和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促
进地区互联互通和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祝中国不
断创造新的辉煌！祝老中友好合作关系万古长青！
　　万象站列车驾驶员报告：发车准备完毕，请通
伦主席下达指令。
　　通伦下达指令：“发车！”
　　昆明站列车驾驶员报告：发车准备完毕，请
习主席下达指令。
　　习近平下达指令：“发车！”
　　中方客运列车 C3 次在昆明站 1 道、老方客
运列车 C82 次在万象站 1 道同时发车。
　　通车仪式在《中老人民友谊之歌》中圆满
结束。
　　丁薛祥、刘鹤等出席上述活动。老挝总理潘
坎、国家副主席巴妮、副总理吉乔在万象站出席。
　　中老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至老挝首都
万象，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
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全长
1035 公里。通车后，昆明到万象 10 小时可通达。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记者潘洁、成
欣）2021 年“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
会理事会会议 2 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举行。会议总结上一次理事会会议以来的工
作，规划讨论下一阶段工作，选举产生新的理
事长和部分理事机构理事，并确认了部分理
事机构名称变更。

　　新当选的理事长、新华社社长何平在致
辞中表示，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次“一带一
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
话，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的
决心和信心，体现了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责任和担当。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力量，智库要发挥更大作用，汇集众智，凝
聚众力，做“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促进者、

“一带一路”生动故事的讲述者、“一带一路”
民心民意的沟通者。
　　 13 位中外智库代表分享了相关研究成
果，高度评价“一带一路”给各方带来巨大机
遇。他们表示，愿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出

更多含金量高、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为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
　　会议由新华社总编辑傅华主持。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于
2019 年 4 月，由新华社联合 15 家中外智库
共同发起。

2021年“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理事会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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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中老铁路首发列车驶过中国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境内的元江双线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王冠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