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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9月5日
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宣布，中
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
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
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
体，将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
伙伴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
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初秋北京，高远澄明。天安门广
场和长安街两侧，鲜艳的五星红旗同
53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旗帜迎风

飘扬。
习近平同出席峰会的51位非洲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2位总统代
表，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
集体合影。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乐曲和热
烈掌声中，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共同
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现代
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对出席峰会的外方嘉宾表示热烈
欢迎。

习近平指出，在这收获的季节，很

高兴同各位新老朋友相聚北京，共商
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大计。中非友好
穿越时空、跨越山海、薪火相传。中非
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特别是新时代
以来，中国同非洲兄弟姐妹们本着真
实亲诚理念，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肩并
肩、手拉手，坚定捍卫彼此正当权益；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强筋骨、壮体魄，
累累硕果惠及中非亿万百姓；在大灾
大疫面前同甘苦、共拼搏，书写了一个
个中非友好的感人故事；始终相互理
解、彼此支持，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
典范。经过近70年辛勤耕耘，中非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

中方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
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
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
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
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国正坚定不
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非洲也正朝着非
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
稳步迈进。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
将掀起全球南方的现代化热潮，谱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习近平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六
个现代化”。

——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
化。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
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
际。中方愿同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
现代化道路，确保各国权利平等、机会
平等。

——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
化。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
利益的阳光大道。中方愿同非方深化
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
域合作，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标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的样板。

——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
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
的最终目标。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
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合作，提
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
体人民。

——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
化。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方愿同非
方密切人文交流，倡导不同文明相互
尊重、包容共存，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
议结出更多硕果。

（下转2版）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语馨 通讯
员 黄修平 张正培）昨天上午，“世界
第一跨”——张靖皋长江大桥南航道
桥辅塔第23节钢塔吊装完成，全桥唯
一一座辅塔施工进入尾声，标志着张
靖皋长江大桥首个索塔塔柱率先施工
完成。

当天上午9时30分许，在张靖皋
长江大桥南航道桥辅塔的施工现场，
随着“起吊”指令下达，国内最大起重
力矩动臂式塔吊将一节宽6米、长7
米、高5米、重约65吨的钢塔缓缓吊
起，再稳稳地将其放置在辅塔塔柱顶
端，辅塔“长高”至122米，如同傲立江
畔的巨人。

“南航道桥辅塔塔柱共分为24个
节段，本次吊装完成的是第23节段，
第24节段为辅塔鞍罩，相当于辅塔的

‘帽子’，需要等后续主缆就位后才具
备安装条件。”张靖皋长江大桥A1标
段项目二级副总工吴选比告诉记者，
第23节段吊装完成后，南航道桥南辅
塔的施工将暂告一段落。

2022年7月，张靖皋长江大桥南
航道桥辅塔打下全桥首根钢护筒，揭开
了大桥主体工程施工的序幕。在辅塔
的施工过程中，施工方克服了施工精度
要求高、钢筋连接空间受限、吊装安全
风险高、钢壳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要求
高等难题。“我们将世界最大起重力矩
动臂塔吊首次用于桥梁施工，由于辅塔
每个节段的尺寸不同，我们对塔吊进行

基础创新设计，并采用可调式吊具进行
吊装，同时采用了专利产品锥套进行钢
筋连接，确保连接质量。”吴选比说。

张靖皋长江大桥连通张家港、靖
江、如皋三市，跨江段长7859米，分设
南、北两座航道桥及南、中、北三座引
桥，其中跨度2300米的南航道桥为世

界最大跨度桥梁。为什么“世界第一
跨”悬索桥会比其他桥多出一座辅塔
呢？“这是为了解决南航道桥超大主跨
和非对称超大边跨的不平衡受力问
题。”吴选比解释道，南边跨也就是南
主塔到南锚达到1220米，在中间设置
了一座辅塔可以竖向支撑主缆，并大

大减少主缆的不平衡水平力。
张靖皋长江大桥计划于2028年

10月建成，建成后对落实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
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完善
区域路网布局、推进跨江融合发展等
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第一跨”唯一辅塔施工进入尾声

张靖皋长江大桥南航道桥辅塔第23节钢塔吊装完成

本报讯（融媒首席记者 张静芳）
日前，江苏首个“氢光互补”智能微电
网在我市投运。该项目集氢能发电、
光伏发电、储能设备、充放电设备等场
景为一体，可为企业楼宇、电动汽车等
提供稳定可靠的绿色能源供应，有力
支撑电网和企业绿色高效发展。

“氢光互补”智能微电网坐落于经
开区苏州市华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作为国内领先的氢燃料电池和检
测设备的研发制造基地，公司氢燃料电
池广泛应用于公交、重卡、船舶以及氢
能发电站等领域。去年8月，企业启动

“氢光互补”智能微电网建设，项目集氢
能发电、光伏发电、储能设备、充放电设
备等场景为一体，建成36千瓦分布式
光伏和915千瓦氢能发电系统，总功率
达到636千瓦，供能面积约3万平方
米，年发电量可达13.5万度，占企业全
年用电量的30%，每年可节省用能成
本约15万元，预计减排108吨。

与此同时，该智慧微电网还具备
有序充电、V2G放电、配网柔性互动
等功能。在企业内，项目配置一套
200千瓦/200千瓦时的储能装置，以
及 9 台直流充电桩，其中 3 台通过

V2G技术可实现向电网“反向放电”
的功能，全部设备均接入企业微电网
集中管控平台，最大可以向电网提供
超过200千瓦反向放电功率。同时，
为了使多个设备发挥最大功效，华昌
能源还与国网张家港市供电公司共同
构建了一位“智能管家”——能量管理
系统。全部设备均接入系统，工作人
员只要在系统后台电脑上轻点鼠标，
企业内各个环节的能源情况、用电量
等数据一目了然。

“我们现在通过微电网的形式，将
氢能发电的电能和企业光伏车棚采集

的光能，一起转化成电能，并且储存起
来，供给整个企业使用。”苏州市华昌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主任杨
剑表示，集中管控平台就好比是微网
系统的智慧大脑，通过对各设备协同
控制，实现高峰少充、低谷多充，氢光
储充放动态互济，既能响应电网短时
的电力平衡需求，又可以带来更多辅
助服务或电量交易收益。

未来，我市还将持续推动更多智
慧微电网项目落地，助力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作出积极贡献。

绿电、绿氢“一键切换”

江苏首个“氢光互补”智能微电网在我市投运

本报讯（融媒记者 陈进元 通
讯员 陈超）近日，装载货值4亿元
的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的“瑞
安城”轮顺利抵达智利安托法加斯
塔港，该轮在张家港海事局保障下，
自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2号泊
位出港，历时42天安全到达目的
港，标志着我市正式成为集聚常规
锂离子电池、新能源车辆、锂电池储
能系统等全品类新能源货物出运功
能的港口。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产
品、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各类新能源货物出口需求不断增
大。畅通新能源货物出海通道、保
障新能源货物安全出口成为当地新
能源企业的迫切需求。

在了解到相关企业的诉求后，
张家港海事局多措并举，助力企业
在出运锂电池储能系统、新能源车
辆等货种方面畅通海上通道。“我们
联合航运高校开展储能集装箱海上
运输安全课题研究，为新能源货物
水上运输提供安全指引。成立服务
保障张家港市重大项目推进领导小
组及工作专班，发布了《张家港海事
局锂电池类货物水路运输监管服务
工作指南》。”张家港海事局危管防

污处处长王根继说。
张家港海事局还积极指导相关

码头企业新增锂电池类危险货物作
业资质，促成大型海运集团开辟多
条定制化精品航线，助力张家港新
能源货物直达全球主要港口。同
时，该局还建立载运新能源货物海
船绿色通道，上门为货主、码头、航
运公司提供技术指导和现场监护，
制定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认真开
展船载危险货物安全风险专项治
理，保障货物装卸作业及船舶航行
安全。

今年以来，我市累计出口电动
重卡、装载机304台，锂离子电池
1.55万吨，储能系统68套，新能源
汽车379辆，总货值超35亿元，其
中港务集团顺利完成首次出运，保
税港务、永嘉等集装箱码头出运相
关 货 物 108 个 航 次 ，同 比 上 升
115%。“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挥职
能优势，盘活水运物流及港口资源，
主动对接辖区企业新能源货物出运
及‘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需求，
构建更加安全便捷的水路运输通
道，推动新能源货物出运放量增
长。”王根继表示。

本报讯（融媒首席记者 张静芳）
昨天上午，省安全生产第四巡查组巡
查张家港市工作反馈会召开。省安全
生产第四巡查组组长张卫东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安全生产第四巡查组副组
长秦为民出席会议。张家港市委书记
韩卫作表态发言。苏州市安委办主
任、应急管理局局长魏杰，张家港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邵军民，市政协主
席赵建明等参加会议。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省安
全生产第四巡查组自2024年 7月 8
日至8月7日对张家港市开展安全生

产巡查工作。张卫东在反馈讲话中指
出，张家港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
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网格化、专业化、数
字化、全员化、实体化和手册化“六化”
建设，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安
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张卫东强调，要紧而又紧树牢安
全发展理念，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认识产业

结构现状，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
法，构建具有张家港特色的现代安全
生产治理体系。要严而又严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加快建立更为严密的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推动解决一批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重点问题；加强本行业
领域出现的新风险、新问题研究，及时
整治隐患，消除监管盲区；督促企业健
全安全管理体系，强化安全投入保障；
把重大事故隐患和较大以上安全风险
作为执法检查重要内容，提升执法检
查质效。要实而又实推进安全专项整
治，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深入推进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大力实施“一件
事”全链条治理，推动“智改数转网联”
与安全生产融合互动，提升本质安全
水平；加快推进化工园区重大安全风
险防控项目，对区外化工企业采取针
对性安全治理；加强监测预警体系建
设，加快提升重点企业风险监测数字
化、重点领域风险管理信息化、重点场
所消防监管智能化水平。要细而又细
强化安全基层基础，加强基层综合监
管人员和网格员培训指导，分级分类
明确市、镇（街道）监管重点，有序高效
开展监督检查； （下转2版）

省安全生产第四巡查组巡查张家港市工作反馈会召开

张家港海事局全力保障
“新三样”货物扬帆出海

本报讯（融媒首席记者 郁雨
婷）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韩卫带领相
关部门负责人，在高新区（塘桥镇）
调研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张家港增材制造联合研究中
心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和高新区共建
的研发机构，该中心以增材制造和
医疗器械为两条主线，推进产业应
用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广，为相
关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韩卫详细了
解了研究中心的项目定位、技术人
才团队、建设方向等情况，并参观了
车间和实验室。他勉励研究中心强
化科技成果供需对接，结合我市产
业布局，持续开拓应用市场，开展关
键性核心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
使更多科技成果实现就地转化和产
业化。

在诺兰特电子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韩卫了解了生产经营、产品研
发、应用场景等情况，实地查看了产
品生产流程。该公司主要从事汽车
电磁屏蔽材料的研发生产，企业规
划建设5条产线，目前已投入使用3

条产线。韩卫勉励企业深耕细分领
域，强化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产品核
心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苏州海易泰克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航空一体化仿真
训练系统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产
品主要优势有哪些？”韩卫边看边
问，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产品
研发情况，鼓励企业既要拓展航空
产业链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要抢
抓低空经济“风口”，不断提升科技
创新水平，开发更多新技术、新产
品，同时希望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吸
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和创新人才团队
落户港城。

张家港市德仁科教仪器设备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以无毒环保PVC人体解剖
教学模型、口腔模型、动植物模型和
标本等一系列教学教具现代化企
业。韩卫走进企业，参观了解企业
运用最新理念和技术设计建设的医
学实验室和高仿真标本模型、虚拟
数字化软件等产品。韩卫勉励企业
做精主业、持续深耕，加大科研投
入，加强与高校院所和企业的精准
对接，为医学研究提供更优质、更科
学和更实用的医学教学产品。

韩卫在调研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时强调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0平方公里的“医”靠

张靖皋长江大桥首个索塔塔柱施工完成 任广真 陶啸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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