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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月13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
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
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
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
之相知，贵在知心”。这句话，既是对我
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也是过去
16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
重要经验。中国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
忘记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
开。希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
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关

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经
验等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
前发展，推动了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
战。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发挥两国
经济互补性，实现了共赢。中国和德国
自身发展得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
大。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
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关系
应该牢牢把握的主基调。明年是中德建
交50周年。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保
持正确方向至关重要。中方始终从战略
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德
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
友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拓
能源转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
新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
欧双方的共同心愿。中欧都主张维护
多边主义，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都认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
分歧。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
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面
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大
重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应对。
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
客观全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
地处理差异分歧。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
主，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
团结，同中方和其他各国一道，共同致力
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

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我们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增进了相互理
解，促进了德中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
发展。我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国实现了
快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并且展现出
巨大潜力。我一贯主张，欧盟应独立自
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彼
此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
流，相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
素继续发展。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气
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努力，愿
同中方共同办好庆祝德中建交50周年
活动，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我将继续为促进德
中、欧中理解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昆明10月13日电 13 日
下午，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在云南昆明闭
幕，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呼吁各
方采取行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昆明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要
成果。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
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

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
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宣言承诺，各国政府继续合作推
动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纳
入或“主流化”到决策之中；加强和建立
有效的保护地体系；积极完善全球环境
法律框架；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施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

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等。
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说，“昆明宣言”是一个政治
性宣言，主要目的是集中反映各方政
治意愿。宣言将释放出强有力的信
号，向世界展现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
丧失问题的决心，并展示出我们将在
相关问题上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宣言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

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该
宣言说明各方已充分认识到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紧迫性，很多国家元首和
部长们作出的承诺令人鼓舞。

据了解，本宣言将提交联合国大
会、2022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
坛和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阶
段会议。

2021年被联合国称为“重塑我们
与自然关系的关键一年”，号召全球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
机。10 月 13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
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
言”，呼吁各方要采取行动，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
“‘昆明宣言’是在人类发展的关

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的宣
言。”10 月 13 日晚，在高级别会议成
果解读媒体见面会上，中国科学院华
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表示，“昆明宣言”
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产生深刻的正向影响。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主任高吉喜将“昆明宣言”的要点解
读为凝聚共识、展望愿景、综合协
同。他坦言，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

就生物论生物，也不可能靠单一的
措施、行动、国家、组织实现，“必须
发挥综合、协调作用，需要强大的政
治动力来制定、通过和实施一项兼具
雄心和变革性的措施，解决生物多样
性恶化的局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
在任海看来，生物多样性受威胁

持续和人类行动不力两者矛盾的根

源，是政治家、民众、科学家之间的保
护与发展共识性不够，全球不同区域
或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和软
实力不平衡导致的，“例如，科学家的
科研成果能否让政府采纳，政府采纳
后能否让民众理解，要达到三者的协
同，难度不小。”

同时，任海认为，宣言中有 17 个
承诺，且多次提到了“主流化”和“系
统性变革”，这两个关键词被他视为
针对过去履约存在的问题的“良药”，
更是未来的行动宣言。 （下转03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昆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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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大会通过“昆明宣言”
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

专家解读“昆明宣言”：

宣言关键词是“主流化”和“系统性变革”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李欣忆）10月13日，记者从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项目推进处获
悉，前9月，今年滚动安排的67个川渝
合作共建重大项目已开工64个，累计
完成投资1866.8亿元，其中2021年完
成投资741.4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73%，项目建设继续保持加快推进的良
好态势。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持续发力
29个基础设施项目已开工27个、累

计完成投资1261.8亿元。其中，今年完
成投资529.3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71.5%。

高铁项目，4个项目已开工2个。成
达万、渝昆高铁项目今年完成投资近
100亿元；成渝中线高铁启动建设；渝西
高铁可研报告已通过国铁集团内部审
查及会签。

省际高速项目，9个项目已全部开

工。今年完成投资102.7亿元，年度投资
完成率90.4%。内江至大足、泸州至永
川、广安过境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加快
推进。

航运枢纽项目，11个项目全部开
工。累计完成投资69.7亿元，其中今年
完成投资10.8亿元。广元港张家坝作
业区（一区）一期工程进港公路即将完
成路基施工。

川渝千亿级天然气生产基地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727.4亿元，其中今年完
成投资305.4亿元。前三季度，四川累
计生产天然气355.5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14.4%，完成2021年产量的77.3%。

毗邻地区平台基础设施项目，4个
项目全部开工。累计完成投资39亿元，
其中今年完成投资10.4亿元。

现代产业项目加快实施
23个现代产业项目全部开工，累计

完成投资456.4亿元，其中今年完成投

资154.3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85.7%，
较上月提高14.7个百分点。

制造业项目，12个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178.3亿元，其中今年完成投资67.3亿
元，年度投资完成率75.7%。遂潼环氧
乙烷产业合作园、遂潼天然气产业园、
大竹川渝合作产业园部分子项目已建
成投产。

数字经济项目，4个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238亿元，其中今年完成投资73亿
元，年度投资完成率101.5%。国家级重
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自贡运营中
心已挂牌成立，重庆猪八戒知识产权大
数据服务运营中心项目公共服务平台
已建成。

现代服务业及高效特色农业项目，
7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0.2亿元，其中
今年完成投资13.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
率71.6%。渝威国际农批冷链项目一期
工程、华蓥高兴站货场项目、潼安特色
农业产业项目基本建成。

文旅、科技等项目进展顺利
15个文旅、科技、公共服务项目已

开工建设14个。累计完成投资148.7亿
元，其中今年完成投资57.9亿元。

文化旅游项目，6个项目全部开
工。累计完成投资140.9亿元，其中今
年完成投资51.1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94.5%。巴蜀非遗文化产业园、石刻文
创园区等项目加快建设。科技创新项
目，5个项目全部开工。累计完成投资
3.3亿元，其中今年完成投资2.6亿元。电
子科技大学重庆微电子产业技术研究
院、长江上游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等项
目加快推进。公共服务项目，4个项目开
工3个，今年完成投资4.3亿元。西南大学
宜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宜宾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产教融合公共实训中心项目、
铜遂人才共育园正在开展基础施工、设备
采购等工作；国家西南区域应急救援中
心项目正在开展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

前三季度川渝合作重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73%
今年开工川渝合作重大项目6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