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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 白天：晴，西北风3-4级，最高气温：3℃。今天夜间：晴，偏西风1-2级，最低气温：-6℃。明天：晴，偏西风2-3级，最高气温：5℃。

近日，一则好消息振奋人心——

11 月 28 日上午，在新疆于田县，随着

最后宽 50 米、长 100 米沙地栽上胡杨、梭

梭、红柳等固沙苗木，环绕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全长 3046 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

实现全面锁边“合龙”。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面积最大的

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经过多

年治沙，到 2023 年底，我国在环沙漠边缘

构筑起一道绿色阻沙防护带，但剩余的空

白区域集中在沙漠南部风沙危害最深、条

件最恶劣的区域。”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

家、三北工程研究院院长卢琦说，此次阻

沙防护带实现全面锁边“合龙”，不仅将发

挥生态功能、强化当地生态屏障，也将为

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借鉴路径。

我国最大沙漠实现生态屏障全面锁

边“合龙”，是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荒漠化

防治的一个生动缩影。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荒

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生态问

题，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荒漠化土地面积 257.37万平方公里，占

国土面积的 26.81%；沙化土地面积 168.78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7.58%。

经过 40 多年不懈努力，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

下，我国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及“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防沙治沙取得举世瞩目的

巨大成就。

我国出台了关于加强荒漠化综合防

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

意见，构建起以防沙治沙法、森林法、草原

法、湿地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黄

河保护法等法律为基础的防沙治沙法治

体系，13 个沙化重点省区出台防沙治沙条

例或实施办法。

通过组织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

设、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修复等一批重点工程，科学

保护沙化土地 5.38 亿亩，有效治理沙化土

地 1.18 亿亩，“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12.41%提高到 13.84%，61%的水土流失面

积得到有效控制，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绿

线”向西移动 300 公里。近 10 年北方地区

春季严重沙尘天气次数明显减少。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强调“努力创造

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提出“打一

场‘三北’工程攻坚战”。

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共同加快推进

“三北”工程建设。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

治司司长黄采艺说，2024 年“三北”工程区

累计下达中央投资 320 亿元，推进实施重

点项目 287 个，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5700 万

亩。“三北”工程攻坚战实现良好开局，沙

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坚持科技治沙，直接关系到荒漠化治

理成效。

我国强化科技创新，科技治沙水平不

断提升。坚持以水定绿，选用推广耐干

旱、耐瘠薄、抗风沙的树种草种，科学配置

林草植被。科学推广宁夏中卫沙坡头、甘

肃民勤、内蒙古磴口、新疆柯柯牙、河北塞

罕坝等治理模式。加快防沙治沙机械化、

智能化发展，压沙固沙机械、灌木平茬机

械、无人机飞播等得到广泛应用。

近 年 来 ，我 国 坚 持 治 沙 和 致 富 相 结

合，推动沙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各地利用沙区独特资源，适度发展中药

材、优质牧草、经济林果、沙漠旅游等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黄土高原、燕山山地、

新疆绿洲等地形成了一批林果、瓜果、木

本油料等生产基地，年产干鲜果品 4800 万

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25%，重点地区林果

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一半以上。

据统计，我国 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

得到有效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 6500

万亩，呈现出“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

好态势，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步入良性循

环，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

沙道路。

荒漠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

国不仅加快荒漠化治理，也广泛开展国际

合作，推动荒漠化防治的中国方案、中国

智慧走向世界、造福世界。

我国自 1994 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以来，认真履行公约责任义务，制

定国家履约行动方案，积极参与全球荒漠

化治理。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我国“防治

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

治看中国”。

12 月 2 日至 13 日，《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将在沙特首

都利雅得召开，中国代表团也将出席大

会，并举办“中国馆”展览展示活动。

“我们将深入参与各项议题的谈判，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全球政策制定，进一

步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在全球荒漠化防治

中的应用，体现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

引领作用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黄采

艺表示。

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为 全 球 治 理 贡 献 中 国 力 量
—我国推进荒漠化防治及“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成效综述

新华社记者 胡璐

开 拓 造 福 各 国 、惠 及 世 界 的“ 幸 福 路 ”
（上接第一版）

从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蓝图，到

提 出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原 则 ；从 倡 导 开

放 、绿 色 、廉 洁 理 念 ，到 提 出 高 标 准 、可

持续、惠民生目标……习近平主席为各

方 携 手 推 进 这 项 开 创 性 事 业 指 明 了 前

进方向。

十一载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

结出累累硕果：

——我国成功举办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

通架构基本形成，建成中老铁路、雅万高

铁、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

性项目；

——我国与多边开发银行联合筹建

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开发银行、进出

口银行分别设立 3500 亿元人民币融资窗

口，基本建立了多元、稳定、可持续的投融

资体系；

—— 截 至 今 年 9 月 底 ，我 国 与 共 建

国 家 间 货 物 贸 易 额 累 计 达 到 160 万 亿

元。“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协议

签 署 数 量 和 互 认 国 家 数 量 均 居 全 球 第

一，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

升……

11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20 分，重庆团结

村 中 心 站 。 随 着 X8083 次 中 欧 班 列（重

庆—杜伊斯堡）从站台缓缓驶出，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突破 10万列。

驰而不息，这支往返欧亚大陆的“钢

铁驼队”跨越新里程，搭建了沿线经贸合

作新平台。如今，中欧班列已通达 25 个欧

洲国家的 227 个城市以及 11 个亚洲国家

的 100 余个城市，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生动实践。

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

共建“一带一路”奏响了“硬联通”“软

联通”“心联通”的交响乐，开辟了各国交

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

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成为

造福世界的“发展带”。

共促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

今年 10 月 26 日，在位于吉尔吉斯斯

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吉国立技术大学内，由

浙江承建的吉尔吉斯斯坦鲁班工坊正式

揭牌。

鲁 班 工 坊 ，是 以 中 国 古 代 杰 出 工 匠

鲁班命名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平台，主

要是帮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培养技术

技能人才，被称为“一带一路”上的“技术

驿站”。

共建鲁班工坊是习近平主席一直关

心推动的重要项目。2023 年 5 月，习近平

主席在中国—中亚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

时说，“在中亚国家设立更多鲁班工坊”。

2016 年，首个鲁班工坊——泰国鲁班

工坊启运。8 年多来，中国已在亚欧非三

大洲合作建成 30 余个鲁班工坊，学历教育

累计培养学生近万人，实施职业培训超过

3.1万人次，架起了中外人文交流的桥梁。

国 之 交 在 于 民 相 亲 ，民 相 亲 在 于 心

相通。

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日起，

造 福 人 民 、惠 及 民 生 ，就 是 其 不 变 的 目

标。11 年来，一个个“小而美”“惠而实”的

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落实落地：

2014 年 12 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位

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泽蒙—博

尔察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近 70 年来贝尔

格莱德市多瑙河上仅有一座大桥的历史；

2021 年 12 月，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

营，实现了老挝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

夙愿，让物流运输变得快捷和成本可控；

2022 年 3 月，中国援建的特本克蒙中

柬友谊医院投入使用，改善了柬埔寨的医

疗条件，降低了当地居民看病花销；

2024 年 8 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瑙鲁

艾沃港码头升级改造项目反渗透泵房正

式通水运营，更好满足了当地居民的正常

用水需求……

一条条公路铁路、一座座学校医院建

成启用，一个个民生实事项目加快推进，

帮助共建国家民众解决了燃眉之急、改善

了生产生活条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发展的故事中，人永远是最活跃的主

角。在共建国家人民眼中，“一带一路”是

越来越好的生活，也是照亮前路的明灯。

斐济楠迪，中国—太平洋岛国菌草技

术示范中心内，巨菌草长势惊人，11 月份

一天能长 5到 8厘米。

2012 年，斐济农业和水道部楠迪推广

官阿特勒尼·乌伊纳卡洛与中国专家紧密

合作，将菌草技术引入斐济。“菌草不仅可

以培育出高品质的食药用菌，还可作为优

质饲料，带动畜牧业的发展，是斐济人民

脱贫致富的‘金钥匙’。”她说。

通过举办菌草技术培训班、建设菌草

技术示范基地等交流合作形式，如今，菌

草项目已在 100 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在脱

贫、就业、治沙、发电等领域释放巨大潜

力，成为造福世界的“幸福草”。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

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主

席的重要论断，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的人文价值。

跨 越 大 洋 大 陆 ，人 民 心 心 相 印 。 教

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

合 作 深 入 推 进 ；鲁 班 工 坊 、“ 光 明 行 ”和

菌草等一批“小而美”亮点品牌，促进了

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了民生福

祉……这条惠及各国人民的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广。

携手谱写丝路时代新篇章

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在中国和秘鲁

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双方代表进一步

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规划。中

秘将深化在基础设施和物流、贸易投资、

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的互利合作。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迈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越来越多的伙伴国家同中国双

向奔赴，携手开启合作新篇章。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秘书处揭牌，正式启动秘书处工作；

9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

级别会议宣布将启动专利加快审查试点、

地理标志保护和合作试点等一批新的务

实合作项目；

10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

议发布《“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行动计

划（2024—2029）》，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

路”绿色能源合作行动路径……

今年以来，各方合作不断深化，推动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展开。各国迫切需要以对话弥合

分歧、以合作促进发展，共建“一带一路”

的意义愈发彰显、前景更加光明。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有决

心，有诚意，更有行动：

2023 年 10 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

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八项行动。

1 年多后，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发

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

项行动。其中，“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置于八项行动之首。

命运与共，逐梦同行。

这是愈加宽广的“合作之路”——我

国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积

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

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

护协定。

这是充满机遇的“发展之路”——我

国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

交通等领域合作，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

华短期工作。

这是备受关注的“普惠之路”——我

国将继续实施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和减贫

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预计到 2030 年可

使相关共建国家的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

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同时，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协同增效……

路在脚下，梦在前方。中国将携手世

界，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共同绘就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画卷。

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 1 日就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

德“过境”美国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台湾地区

领导人赖清德已启程窜访太平洋“邦交

国”，日前已抵达美国夏威夷“过境”。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

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

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窜美，坚决

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

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中方对美方

安排赖清德“过境”予以严厉谴责，已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

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美方认清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

认清“台独”分裂行径对台海和平稳定

的严重危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兑现美国领导人不

支持“台独”等承诺，停止美台官方往

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

信号。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采

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针对赖清

德借窜访太平洋岛国之机“过境”夏威

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1 日应询

指出，外交部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

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坚决

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

理由“过境”美国，这一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陈斌华表示，赖清德当局上台以

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持续谋

“独”挑衅，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严

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台湾同

胞安全福祉。无论赖清德当局采取什

么伎俩进行谋“独”操弄，都动摇不了国

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认清赖清德和民

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和危害，慎之又

慎处理台湾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 1 日就美国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

出售 3.85亿美元武器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11月30日，美国国防部发

布消息称，美国务院已批准总额3.85亿美

元的对台军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

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

规定，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违反国际法，向“台独”分裂势力发

出严重错误信号，破坏中美关系，危害

台海和平稳定，同美方领导人“不支持

台独”表态背道而驰。中方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

武装台湾，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

“以武谋独”。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坚

决反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

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国务院台

办发言人陈斌华 1 日应询指出，美国向

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是对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的

严重违背，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美

方应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

严肃政治承诺，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向

“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有记者问：11 月 30 日，美方宣布总

额 3.85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民进

党当局第一时间表示感谢。请问对此

有何评论？陈斌华作上述回应。

陈斌华表示，正告赖清德当局，买

武器买不来安全，“保护费”保不了“台

独”，“倚美谋独”注定失败，妄图“以武

谋独”只会让台湾兵凶战危，最终自取

灭亡。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

核心，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

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外交部、国台办就美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
出售3.85亿美元武器表示

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

外交部、国台办就赖清德“过境”美国表示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美台官方往来

这是在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拍摄的阗东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6 月 15 日摄，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记者刘

硕、熊丰）记者 1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最高检、公安部近日决定联合挂牌督

办第四批 8 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案件。

此次联合挂牌督办的案件分别是江

苏无锡“博翔园区”电信网络诈骗案，江苏

盐城“巅峰科技”电信网络诈骗案，浙江嵊

州“豪志园区”电信网络诈骗案，福建泉州

“5·27”电信网络诈骗案，福建龙岩、重庆

“盛源集团”电信网络诈骗案，重庆九龙坡

“11·15”电信网络诈骗案，四川泸州“3·

21”系列电信网络诈骗案，云南怒江“8·

09”电信网络诈骗案。

据介绍，这批案件均是涉及境外电信

网络诈骗集团的重点案件，多为组织境内

人员通过偷越国（边）境方式赴境外参加

诈骗犯罪活动，内部组织架构严密，境内

外协同配合，涉案人员众多，涉及金额巨

大，有的犯罪集团还涉嫌故意伤害、非法

拘禁等严重暴力犯罪，社会影响极其恶

劣，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2022 年以来，最高检、公安部已联合

挂牌督办三批 13 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案件。在相关地方检察机关、公安

机关的共同努力下，督办案件均取得显著

成效。

公 安 机 关 、检 察 机 关 在 办 理 跨 境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等 犯 罪 案 件 过 程 中 积 极 开

展 追 赃 挽 损 工 作 。 建 立 完 善 紧 急 止 付

机 制 ，优 化 升 级 平 台 系 统 ，2024 年 1 月

至 10 月 ，共 紧 急 止 付 群 众 被 骗 资 金

2359 亿 元 。 提 升 涉 案 资 产 查 扣 工 作 质

效，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和涉案财物处

置返还力度，最大程度为受害群众挽回

经济损失。

最 高 检 、公 安 部 有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表

示，全国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将继续加强

协作配合，全力推进“打防管控建”各项工

作措施，全力缉捕、从严惩治跨境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集团头目、幕后“金主”和骨干

成员，有力斩断犯罪链条，全力追赃挽损，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

安全。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第四批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近期，多地医保部门发布断缴医保

导致生病后无法报销的案例。专家表

示，医保是健康时的投资，生病时的保

障，建议广大居民及时参保，撑起“健康

保护伞”。

国家医保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 年 1 月至 10 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统筹基金收入 8744.57 亿元，支出

8466.40亿元。

未生病的居民参加基本医保是否

“吃亏了”？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文

表示，疾病的发生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疾病，个人和家庭

很难独自承受高昂的救治费用。基本

医保不分年龄、不论病史地为广大群众

提供了基本、可靠和安全的医疗保障，

确保广大群众能够及时就医，医疗费用

得到分摊，还可以在大病时获得救助，

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

今年，国家医保局出台基本医保

参保长效机制，对连续参保及基金零

报销给予奖励：参加居民医保满 4 年

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 1 年，每

年可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不低

于 1000 元；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

医保参保人员，次年可提高大病保险

最高支付限额。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于断缴的

制约：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

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

定待遇等待期 3 个月；其中，未连续参

保的，每多断保 1 年，原则上在固定待

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

1个月。

近年来，医保部门不断完善相关政

策，“大礼包”持续升级。

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3 年，医保

统筹基金累计支出超过 10.46 万亿元，

年均增速达 11.6%，为广大人民群众看

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

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结果，91 种新药进医保，

更多补齐短板、提升疗效的新药、好药

被纳入医保，包括罕见病、肿瘤、慢性

病 等 多 个 领 域 ，医 保“ 含 金 量 ”更 高 。

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因素，预计

2025 年，新版目录实施将为患者减负

超 500 亿元。

此外，12 月 1 日，全国医保正式上

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

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炎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服务，加上此前高血压、糖尿病

等 5 种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已实现县域可及，全国所有医保统筹

地 区 作 为 就 医 地 均 能 提 供 10 种 门 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医保直接结

算服务。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参加

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

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

时享受大病保险。很多地方居民就医

自付金额达到一万五千元以上，医保就

自动启动大病保险费用分担，因大病住

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还可以用于本

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随

着各地进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今年

10 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用于参

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的金额

增加了 27.51亿元。

“患病时有保障，无病时利他人。”

多地医保部门呼吁，在居民医保集中征

缴期内及时参保，以确保医保待遇不受

影响。 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断缴医保有风险

专家建议用医保撑起“健康保护伞”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新华社北京 12月 1日电（记者李

明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 12 月 1

日就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答记者问

时表示，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

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张晓刚说，11 月 29 日至 30 日，中

俄两国空军赴日本海、太平洋西部相关

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效

检验提升两国空军的联合训练和行动

能力。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年度

合作计划内例行项目，不针对第三方，

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国防部：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不针对第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