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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质 量 发 展 看 西 部

甘 肃 篇

抵达越南河内内排国际机场的书面讲话

习 近 平 抵 达 河 内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同志和越南国家主席
梁强同志邀请，我很高兴开启对越南的第四次国事访
问。在抵达河内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向兄弟的越南共产党、越南政府和越
南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今年是越南共产党成立 95周年、越南建国 80周
年和南方解放 50 周年。越南共产党团结带领越南
人民，朝着建党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
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国际和地区影响力不断
增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取得可喜成就。
中方为此感到很高兴。相信在以苏林同志为首的越
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一定能走好符合本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完成越共十三大提出的各项
任务，迎接越共十四大胜利召开，不断开创党和国家
事业新局面。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是具有
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
放的峥嵘岁月中，双方并肩战斗、相互支持，结下“越

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深厚友谊。在探索符合本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双方互学互鉴、携手并
进，向世界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前景。2023
年我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宣布构建具有
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引领两党两国关系迈
入新阶段。

今年是中越建交 75周年暨“中越人文交流年”，
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站在新的
起点上，中方愿同越方一道，不忘友好初心、牢记共同
使命、把握时代机遇，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
层次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更多惠及地区和世
界。我期待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同越南领导同志就中
越两党两国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以及
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
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蓝图。

祝越南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祝中越传统友谊世代相传，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取得新的更大进展！新华社河内4月14日电 当地时间4月14日中
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河
内，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林、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主席梁强邀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河内内排国际机场时，越
南国家主席梁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
公厅主任黎怀忠等越南党政领导人和地方代表热
情迎接。越南女青年向习近平献花。礼兵分列红
地毯两侧，持枪致敬。当地青年身着民族服装，擂
响鼓乐，载歌载舞，挥动两党两国旗帜，热烈欢迎
习近平到访。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兄弟的越南共产党、越南政府
和越南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越南共产党成立 95周年、
越南建国80周年和南方解放50周年。越南共产党
团结带领越南人民朝着建党建国“两个一百年”目
标砥砺前行，国际和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社会主
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取得可喜成就。中越两国是
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

共同体。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峥嵘岁月
中，双方并肩战斗、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在探
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双方互学互
鉴、携手并进，向世界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
前景。今年是中越建交 75 周年暨“中越人文交流
年”，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
期待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同越南领导同志就中越两
党两国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以及共
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
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蓝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
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等陪同人员同机
抵达。

中国驻越南大使何炜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中越两党

两国旗帜迎风飘扬，“中越友谊万古长青”、“山水相
连，命运与共”、“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等红色
横幅鲜艳夺目。当地民众和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
聚集在道路两旁，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杨依军 邹学冕）

新华社河内4月14日电 4月 14日，在赴
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发表
题为《志同道合携手前行 继往开来续写新
篇》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暮春时节，生机盎然。在中越建交 75周
年之际，应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同志和越南
国家主席梁强同志邀请，我即将对越南进行
国事访问。这是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第四次踏上这片美
丽的土地，我期待同越南领导人畅叙友谊、
共商合作，擘画新时代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新蓝图。

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拥有
共同理想信念和广泛战略利益。在探索符合
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各自现代化
进程中，两党两国人民早年结下的深厚友谊
不断升华。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
同体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有利于地区乃至世
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的选择。

中越命运共同体传承于鲜明的红色基
因。两国革命先驱携手探寻救亡图存道
路，为世界取得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斗
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广州的越
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广西靖西“越盟”办事
处等革命旧址是中越革命友谊的历史见
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胡志明主席
先后在延安、桂林、重庆、昆明等地参与和
支持中国抗战。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政
治顾问团支持越南人民抗法斗争，中国党、
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正义事
业。“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成为永不
磨灭的红色记忆。

中越命运共同体发轫于深厚的政治互
信。近年来，我同阮富仲总书记、苏林总书记
等越南领导人多轮互访，为中越命运共同体
建设定向把舵。两党两国高层密切互动，中
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两党理论研讨会、边
境国防友好交流、两国公安部合作打击犯罪
会议等机制有效运转，两国立法机构联委会
等高级别机制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
对话成功举行。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越两国
立场相近、协作密切。

中越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丰厚的合作沃土。在世
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中越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趋
紧密。中国连续 20 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4年中越双边贸易额突破 2600亿美元。榴莲、椰
子等越来越多越南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
两国铁路互联互通和智慧口岸建设有序推进，光伏、
垃圾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有力保障越南电力供应，中
国企业承建的河内轻轨 2 号线方便了市民日常出
行。中越两国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生动诠释了全球
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意蕴。

中越命运共同体推进于密切的人文交流。这些
年，中越人文交流步子越迈越大，两国民众越走越
亲。2024年中国赴越游客超过 370万人次，德天（板
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正式运营、多条跨境自驾游
线路开通，让“一日游两国”成为现实。中国影视作
品、电子游戏成为越南青年热议话题，带动越南“中文
热”持续升温。不少越南歌曲登上中国互联网热搜，
河粉等越南美食吸引不少中国民众品尝。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迎难而上，2024
年实现 5%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

30%左右，继续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中
国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和动画影视全球瞩
目。中国将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
提供更多机遇，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助推各国
共同发展。

亚洲是全球合作发展的高地，正站在实
现整体振兴新起点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中国将保持周边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和稳定性，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共同
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越南即将开启民族发展
新纪元、朝着建党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中国始终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优先
方向。我们要全面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建
设，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
出积极贡献。

——深化战略互信，推动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壮大。要坚持高层引领，发挥中越双边
合作指导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深化党际、政
府、军队、执法安全等对口部门合作，携手应
对外部风险挑战，共同维护政治安全。中方
愿同越方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探索
和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动两国社会
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坚持合作共赢，增进两国人民福
祉。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政
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框架
对接的合作规划，打造更多经济、技术合作
平台。中方愿同越方推进越南北部 3 条标
准轨铁路项目合作，建设智慧口岸。中方
欢迎更多越南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鼓
励更多中国企业赴越投资兴业。双方要加
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拓展 5G、人工智能、
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加强人文交流，拉紧民心相通纽
带。要以今年举办“中越人文交流年”为契
机，开展丰富多元的人文交流。中方欢迎越
南民众多到中国各地“串门”，也鼓励中国游
客到越南风景名胜“打卡”。要共同办好中越
青年友好会见、边民大联欢等有温度、接地
气、聚民心的人文交流活动，深挖红色资源，
讲好两国人民友好故事，把中越友好接力棒
一代代传下去。

——密切多边协作，促进亚洲繁荣振
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要坚定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
道，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贸易战、关税战没
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合作
的国际环境。要加强在东亚合作、澜湄合作等机制
内协调配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
正能量。

——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越两
国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成功实践表明，双方
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好海上问题。
双方要落实两党两国高层共识，发挥好海上谈判机制
作用，妥善管控海上分歧，持续扩大海上合作，为最终
解决争议积累条件。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排除干扰、聚
同化异，将南海真正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
之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同越南一道，携
手前行、继往开来，续写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
篇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新华社4月13日电 全球首座“双塔一机”光热
电站启动发电；“十四五”以来新能源新增装机规模
相当于 1.8个“三峡水电站”；特高压通道建设加力
提速，电力外送规模持续刷新纪录……

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省是我国传统老工业基
地，因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等限制，一
度发展包袱重、转型难。

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指
出，甘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全国重
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御风而起，向光而行。“十四五”以来，甘肃在
“双碳”目标引领下，化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把新
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作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之一，新能源产业发
展驶入快车道。

“风光”齐发力大基地建设跑出加速度

暖春四月，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西端的
甘肃省瓜州县，劲风不止。独特的“狭管效应”，让
其被称为“世界风库”。

瓜州境内的广袤戈壁滩上，两座约 200 米高
的吸热塔拔地而起，比肩而立；高塔四周，近 2.7
万面定日镜以同心圆的方式紧密环绕，组成占地
4400 多亩的巨大反射镜场，相当于 411 个标准足
球场大小。

这是全球首座“双塔一机”光热电站，也是国家
首批“沙戈荒”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三峡恒基
能脉瓜州 70万千瓦“光热储能+”项目的重要组成
部分，电站发电机组不久前顺利发电，为项目全面
投运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与常见的单塔单机光
热电站不同，瓜州“双塔一机”光热电站采用双塔双
镜场设计，在同等镜场面积下可提升约24%的聚光
效率，进而提高发电能力。

“双塔一机”光热电站建设是甘肃新能源产业
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统计，截至 2024年底，甘
肃新能源装机达 6437 万千瓦，其中“十四五”以来
新增装机 4067 万千瓦，相当于新建了 1.8 个“三峡
水电站”，推动全省电源总装机容量突破 1 亿千
瓦。目前，甘肃已建成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兰州、嘉峪关等 6个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白

银、定西等5个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调峰蓄能长足发展保障绿电稳定送出

新能源既要发得好，更要用得好、送得畅。受
天气变化影响，风、光发电呈现出间歇性、波动性的
天然属性，如何把捉摸不定的电能变成稳定持续的

“可靠电”，是新能源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我国首条大规模清洁能源外送通道±800

千伏祁韶直流工程送端——±800 千伏特高压祁
连换流站，一座座铁塔高耸矗立，一条条“银丝”
错落交织。

当前，甘肃正在加快特高压工程建设，不断为
绿电外送“强筋健骨”。陇电入鲁工程预计今年 5
月份正式投运；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进入全面建设
阶段；陇电入川工程加速推进。甘肃省能源局介
绍，预计到“十五五”中期，甘肃将形成 4条特高压
外送通道，届时每年外送电量将达到 1600 亿千瓦
时左右。

不仅如此，作为西北电网总枢纽，甘肃电网还
承担着西北区域功率交换、多种类电源互济、电力
外送等重要任务。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介绍，甘肃
电网通过 19回 750千伏线路与宁夏、青海、新疆和
陕西电网联网运行，为保障西北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提供了有力支撑。

绿电赋能经济生态效益双丰收

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正在将甘肃的资源、区位
优势转变为经济和生态效益。

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新能源的生态价值
也日益凸显。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武威市，一种
新型治沙模式——光伏治沙由设想变为现实。从
高处眺望，武威市凉州区 20万千瓦立体光伏治沙
产业化示范项目的光伏面板，如同沙海中的碧波清
水，光伏板下，沙生植物竞相生长。

与传统光伏板的建造形式不同，该项目光伏板
架设高度达 4米，配置双面光伏板发电，发电效率
提高了8%至15%。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多用，
立体发展。截至目前，武威已规划建设占地 50万
亩、总装机容量达 1500万千瓦的光伏治沙产业园，
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光伏治沙产业园区。

千百年来，西北地区风、日之暴烈是边塞诗歌
中的重要元素。如今，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黄土高
原，风电、光伏基地连点串线，一条跨度上千公里的
绿色能源走廊横贯陇原大地。风与光正成为重要
资源，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助力能源转型中
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宋常青 范培珅 王铭禹）

（2025年4月14日，河内）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习 近 平

甘肃:“风光”发力,赋能产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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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志同道合携手前行 继往开来续写新篇

习近平抵达越南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发表书面讲话
新华社河内4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