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南方”扩大发展合作是历史必然

□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 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

部、 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联

合发布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

及生境状况公报 （2023 年 ）》。

公报指出， 近年来长江水生生物

资源总体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以

十年禁渔为重点的长江大保护系

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这是记者 12 日从农业农村

部了解到的消息。 公报显示， 长

江水生生物资源持续恢复， 2023

年长江干流监测点位单位捕捞量

均值为 2.1 千克， 比 2022 年上

升 16.7%； 重要支流监测点位单

位捕捞量均值为 2.3 千克， 比

2022 年上升 64.3%。

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2023 年长江流域监测到土著鱼

类 227 种， 比 2022 年增加 34

种； 监测到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

生动物 14 种， 比 2022 年增加 3

种， 新监测到滇池金线鲃、 细鳞

裂腹鱼和四川白甲鱼。

栖息生境总体稳定。 去年长

江干支流水质评价总体为优，Ⅰ

-Ⅲ类水质断面占98.5%，采砂和

航道整治等涉渔工程增量开发强

度下降，但存量规模依然较大。

受监测到的国家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种类数仍相对较少、

部分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水生野生

动物数量偏少， 少数江段水体连

通性较差、 岸线硬化度较高等因

素制约， 相关水域水生生物完整

性指数偏低，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依然任重道远。

下一步， 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和沿江各地， 压实地方

政府禁渔主体责任， 做好退捕渔

民安置保障， 保持执法高压严管

态势， 加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强化重要栖息地修复， 加强外来

物种防治， 多措并举保护修复长

江水生生物多样性。

近期， “全球南方” 国

家接连传来希望加强合作的

新消息： 泰国和马来西亚相

继宣布申请加入“金砖大家

庭”， 巴西表示正在研究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 泰国、

马来西亚、 巴西的新意向，

延续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

“一带一路” 朋友圈磁力不

断增强的大趋势， 折射出南

南合作呈现加速发展的态

势。 在全球保护主义、 单边

主义沉渣泛起、 个别国家大

搞“脱钩断链” 的背景下，

“全球南方” 正日益成为推

动全球开放发展、 合作发展

的重要力量。

今年 1 月， 随着新成员

的加入， 金砖成员数量升至

10 国， 同时申请加入的

“等候名单” 还在继续扩展。

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占全球人

口近一半、 全球贸易五分之

一， 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

重要力量。 共建“一带一

路” 也展现出强大的聚合力

和发展前景， 目前已有 150

多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

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 大

家庭， 签署的项目协议拉动

了超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实践平台。

无论金砖合作， 还是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无

不展现出“同行者日众” 的

发展势头， 其背后是“全球

南方” 国家的普遍觉醒和联

合自强。 金砖机制顺应时代

潮流、 符合各国利益， 正如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所说， 开

拓新的合作关系对马来西亚有

好处， 特别是在“全球南方”

的议程上。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

猜·瓦差隆表示， 加入金砖将

帮助提升泰国的国际地位， 为

泰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一

带一路” 朋友圈持续扩大， 同

样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聚焦发

展、 深化合作的广泛共识。 巴

西总统卢拉说， “我愿与中国

讨论‘一带一路’， 我想知道

巴西能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不

想坐在‘替补席’ 上”。 中方

对此积极回应： 欢迎巴方尽早

加入共建“一带一路” 大家

庭， 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踢

出精彩的“世界波”。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是

大势所趋。 在这股历史潮流

中， 相似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

发展任务、 相近的国际事务立

场， 促使“全球南方” 国家在

合作中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

路， 以开放心态和合作精神看

待彼此的不同，平等相待，携手

共进。 为南南合作搭建重要平

台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 帮助广大发展

中国家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 从雅万高铁到中巴经济走

廊，“一带一路” 项目助力南方

国家连接世界， 走上脱贫致富

“快速路”。 金砖合作机制蓬勃

发展， 金砖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深化，金砖国家还在拓展“金砖

+”模式，深化同其他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

作， 联合自强迈出新步伐。

当前， 国际形势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 一个明显特征就

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想“踢开

梯子”， 试图固化“中心 - 外

围” 的全球分工格局， 以各种

手段将“全球南方” 锁定在价

值链低端。 近年来， 全球化遭

遇逆流， 一些发达国家更是以

自我利益为优先， 频繁挥舞制

裁大棒， 或把经济问题武器

化， 在合作中附加政治条款，

胁迫南方国家选边站队， 或在

经贸科技等领域打压南方国

家， 破坏全球开放合作的发展

环境， 引发南方国家强烈不

满。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共建

“一带一路” 以及其他“全球

南方” 国家间活跃的双多边合

作机制创新， 可以说是对这种

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交往模式

的纠正或反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全

球南方” 正日益成为世界版图

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驱动

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和应对全

球性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数据

显示，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过去 20 年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高达 80%， 过去

4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

比从 24%增至 40%以上。 人们

有理由相信， 随着“全球南

方”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规模

持续升级， 金砖合作和共建

“一带一路” 所彰显的平等互

信、 互利共赢、 团结互助的南

南合作精神将更加具有吸引

力、 感召力， 进而推动国际秩

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

进， 让全球发展合作结出更多

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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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用电量数据透视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动力足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趋势明显

8 月 11 日， 游客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渌洋湖湿地公园“水上森林” 划船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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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报道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数据显

示， 上半年，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 8.1%， 电力消费延续

较快增长势头， 反映出我国国民

经济延续回升向好的积极态势。

2024 年上半年， 全社会用

电量达到4.66万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8.1%，较2023年同期高出3.1

个百分点， 保持了较快增速。

分产业来， 上半年， 三次产

业用电量均有所增长， 反映了经

济呈多方位发展态势。 其中， 第

一产业用电量 623 亿千瓦时， 同

比增长 8.8%， 体现出农业现代

化进程正持续加速。

第二产业是“用电大户”，

用电量达 3.07 万亿千瓦时， 同

比增长 6.9%。 其中， 高技术及

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速为

13.1%， 特别是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大幅增长

54.9%， 远超制造业平均水平。

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1.7%，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 其

中，互联网数据服务、充换电服务

业等新兴服务业用电量激增， 数

字经济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新兴

领域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

同时， 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

等传统服务业用电量增速也超过

了服务业平均水平， 显示出我国

消费市场持续向好。

制造业转型升级明显

从 2024 年上半年的用电量

数据来看，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用电量快速增长， 而用电量占比

较高的钢铁、 建筑等高载能产业

增速放缓，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趋势明显。

走进江西宜春的一家新材料

企业的生产车间， 机械运转声不

绝于耳。 作为一家高技术现代化

企业， 2024 年以来， 企业经营

持续向好， 尤其是二季度开始，

订单呈爆发式增长。

2024 年上半年， 在河南洛

阳一家玻璃制造企业的用电量与

往年持平， 但单个产品的用电量

大幅减少， 产品的附加值大幅提

升。 从原本笨重、 附加值低的建

材玻璃， 变身成如今满是“科技

范儿” 的玻璃新材料。

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

最近， 各地陆续公布了上半

年用电量数据。 从数据来看， 广

东省全社会用电规模上半年位居

全国首位，增速保持较高水平。

在广州的这家高新技术企

业，新投产的智能生产线上，一台

台机械臂精准操作、忙碌不停。

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这家高新

技术企业， 2024 年上半年， 企

业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 17%。 这

意味着作为深圳支柱产业之一的

新兴产业———电子制造业回暖明

显， 行业迎来上升周期。

上半年， 深圳新产业、 新业

态、 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 行

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3.63%， 增

速连续 4 个月保持在 7%以上。

而广东省全社会用电规模位居全

国首位， 同比增长 8.1%， 增速

保持较高水平， 产业科技创新动

能更新、 底色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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