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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
会年度颁奖晚宴上，百岁高龄的美
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获奖致辞中
说，“我一生中的一半时间都在为美
中关系工作”，美中之间的和平合作
至关重要，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
尽管中美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遭遇
严重困难，但如基辛格般坚持不懈
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人
并不少，支持中美交流合作的力量
从未缺席。正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
会会长欧伦斯所说，美中关系近来
获得改善，两国民间纽带依然牢固。
在美中关系面临挑战时，更应看到
两国关系中“光明的一面”。

中美虽远隔重洋，但中美人民
的交流合作源远流长。“国之交在
于民相亲”。追忆往昔，中美民间的
友好交往从没有中断，两国人民也
在交往中结下了深情厚谊，为中美
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
间，中美为抗击法西斯并肩作战，
飞虎队的佳话承载着两国人民用
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深厚友谊。50多
年前的“乒乓外交”至今令人津津
乐道，中美运动员的真诚友好互
动，传递了人民友好的积极信息，
以“小球转动大球”，拉开了中美关
系新篇章的历史序幕。中美建交后
的 40 多年里，两国民间和人民的
交流合作更为频繁密切，覆盖文
化、教育、科技、媒体、旅游、卫生等
多个领域。自 1979 年缔结第一对
友城关系至今，中美已经建立284
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40多
年来，两国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密
切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历史已
经充分证明，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
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异，建
立起深厚的友谊。中美民间交流互
利共赢，不仅是两国人民做出的自
主选择，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
在中美关系处于关键十字路

口的当下，持续不断的民间交往和
人文交流合作尤显珍贵，为两国关
系的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正
能量。众多美国企业高管纷纷来华
寻求扩大合作；中美直航航班进一
步增加；中国恢复赴美团队游；中
国江南珍宝展在克利夫兰艺术博
物馆展出；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举办
访华 50 周年纪念演出；中国舞剧

《花木兰》在美巡演……横跨太平
洋的航班越多、货轮越多、游客越
多、学生学者越多，中美两国关系
发展的民意基础就越厚实，空间就
越广阔，动力就越强劲。美国库恩
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说，加强民间交流是中美双方将机
遇和共同需求转化为积极合作与
建设性关系的可靠方式。要推动两
国关系止跌企稳、重回健康稳定发
展轨道，“没有比加强民间交流更
好的药方了”。美国全国艺术基金
会高级顾问卡拉·季尔利科夫·卡
纳莱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

《美中关系回暖，从彼此倾听开始》
的文章指出，在美中关系这样具有
挑战性和复杂性的双边关系中，像
音乐这样的人文交流可以搭建起
相互理解的桥梁。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成果来
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中美都应
该本着对两国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从两国人民的福祉出发，处理好、
管控好、发展好两国关系，为两国
人民继承和弘扬珍贵友谊遗产创
造有利氛围和条件，筑牢两国友谊
与合作的民意基础。中国一直鼓励
中美两国各界人士以及民众之间
多往来，支持地方层面在经贸、科
技、教育、文化以及青年交流等广
泛领域的合作。今年以来，国家主
席习近平多次强调加强民间友好

和人文交流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
要意义，指出中美关系基础在民
间，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活力
在地方。从在京会见美国各界人
士，到向“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
坛等活动致贺信，再到复信美国华
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
会”、史迪威将军后人、飞虎队老兵
等友好人士，习近平主席与美国各
界人士多次真挚互动，推动中美民
间友好续写新的篇章，为两国人民
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扩大合作注
入强劲动力。

希望美方顺应民意，同中方相
向而行，用行动排除障碍。近期中
美关系“大气候”回暖，越来越多的
中美各界人士为两国扩大交往合
作鼓与呼，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四
处奔走，传递出中美民间友好的积
极信息。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中
国友好委员会主席丹·斯泰恩说：

“在两国关系面临挑战的时候，我
们更要多来中国，加强民间往来、
增进了解和互动，把两国人民的友
谊发展下去。”

面向未来，中美友好的薪火将
由青年一代传承。加强中美青年一
代的交往交流、相知相亲，有助于
他们树立对彼此更加客观理性的
认知，为中美友好播撒新的希望，
为中美关系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中美关系眼下仍面临不少困
难和挑战，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任
重道远。所幸的是，从历史中走来
的这些根基性民间纽带仍在，推动
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正能量正在
不断聚集。基辛格说，“正如我 50
年前所相信的那样，我们能找到克
服困难的出路”。有理由相信，在中
美各界的齐心协力下，两国关系发
展将向着符合两国人民共同福祉
的方向不断前进。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汇聚中美交流合作的正能量
——推动中美关系回归正轨系列评论之五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上接1版）
立体宣传推动。近年来，该县开展

河长制专题宣传活动162次，制作河长
制工作宣传栏60余处，开展河长制院
落座谈会280余次，在全县形成河长制
宣传“无死角、全覆盖”模式，营造“人人
护河、人人爱河”的浓厚氛围。依托白云
湖湿地公园的天然优势，投资20万元
创建“河长制主题宣传活动中心”，以河
库湿地天然风景点为宣传场所，以湿地
保护志愿者定期开展宣传活动为主要
载体，通过河长制宣传栏、悬挂横幅、海
报、派发宣传单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及
外来游客普及湿地相关知识，宣传湿地
保护对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河库生态
安全的重要意义。打造“美丽河湖集中
宣传圈”。投入资金60万元，打造界背
水桃林段、巫水干流、清溪、梅溪、资水
西岩镇古马桥段、贝子河等一批“美丽
河湖亮点集中宣传圈”。每处设置河长
制宣传栏6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
例》、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污染
防治和河长制工作相关制度等知识，促
使河长制“入脑入心”。

民间护河联动。该县沿河169个村
（社区）成立民间护河组织200余个、民
间护河志愿者2000余人，成立联合巡
逻队，将河道保护、禁渔等工作纳入村
规民约，严禁河道乱堆乱倒垃圾弃渣、
乱排污水、乱建设施、乱采乱挖等破坏
生态环境行为，禁止一切捕鱼行为，确
保辖区河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强化专项整治。该县深入开展非法
捕捞联合执法、重要水源地整治、整治
非法采砂、“1000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
整治”、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清河净

滩”专项行动、河库“清四乱”等专项整
治行动36次，着力解决河库存在的突出
问题、难点问题和热点问题，群众对河
库治理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强化重点工作，
构筑管护屏障

该县加大饮用水源地点生态环境
的整治。近年来，完成13个“1000人以
上饮用水水源地整治”。扎实推进污水
防治工程建设。投资8000余万元，完成
丹口、五团、白毛坪、西岩、茅坪等5个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8000余
万元完成城南污水处理厂提质改造。
加快推进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投
资1533万元对茅坪镇棕树园、腊屋溪、
西岩镇金紫江等6座小型病险水库进
行除险加固。全面完成18座小Ⅱ型水
库划界工作。投入资金 1.5 亿元，共退
出兰蓉乡双江、白毛坪镇源江、瑶人
坪、站水冲、侯家寨5座小水电站。全速
推进美丽河湖建设。投资200余万元打
造“一乡一亮点”样板河36条、“一县一
示范”示范河3条。高标准建设小微湿
地。完成白毛坪镇小微湿地试点建设，
进行经济景观型小微湿地及生态沟渠
绿化场地的人工平整，同时对河床进
行整理。扎实推进河库划界工作。完成
县域内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 23
条河流的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
及界桩埋设任务。

“河长制”促“河长治”。该县将坚
决扛起“守护好一江碧水”的责任，进
一步巩固河长制工作成果，让“幸福河
湖”成为“幸福城步”的标配，让城步江
更清、岸更绿、城乡更美，努力讲好一
个个守水爱水护水的感人故事。

新华社北京11月 14日电（记
者 戴小河）中国海油14日宣布，我
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
19-6气田Ⅰ期开发项目成功投产，
标志着我国海上深层复杂潜山油气
藏开发迈入新阶段。

渤中 19-6 气田位于渤海中部
海域，区域平均水深约20米，目前已
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
米、探明凝析油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
米，是我国东部第一个大型、整装的
千亿方大气田。该项目主要生产设
施包括新建1座中心处理平台、3座
无人井口平台和1座天然气处理终
端，计划投产开发井65口，高峰日产
油气超5000吨油当量。

“作为国家天然气产供储销体
系建设重点项目，渤中19-6气田的
正式投产，对后续深层油田的安全
高效开发具有良好的实践意义，将
为渤海油田 2025 年实现上产 4000
万吨目标提供重要保障，进一步推
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海油
天津分公司总经理阎洪涛说。

阎洪涛说，凝析气是石油在高温
高压条件下溶解在天然气中形成的
混合物，一旦开采，又会因为外部条
件改变逆凝结为轻质油，对气田的开
发生产带来挑战。渤中19-6气田的
凝析气埋藏在深度超5000米的潜山

储层，储层裂缝像蜘蛛网一样密集交
织，气藏分布广阔但类型复杂，油气
开发面对的地层比铜金属还要硬，设
计超过6000米的超深井多达17口，
井下最高温度达到204℃。

渤中19-6气田Ⅰ期开发项目完
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安装及生
产运营，可实现超高压循环注气、油
气综合处理、绿色岸电、中控远程操

控等先进功能，多项技术突破填补了
国内海上油气田开发技术空白。

中国海油总裁周心怀表示，该
项目是渤海湾依托渤中—垦利油田
群岸电项目投产的首个千亿方凝析
气田，将为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提
供更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供应，并
有力促进中国海油的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

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Ⅰ期开发项目投产

11月14日，工作人员在渤中19-6气田作业。新华社发（杜鹏辉摄）

新华社三亚11月14日电（记者
陈凯姿 罗江）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
14日在三亚举行的第二届中非农业合
作论坛上表示，十年来，我国已在非洲
建成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了
玉米密植、蔬菜设施栽培、木薯快速繁
育等300多项先进适用技术，带动当地
农作物平均增产30%至60%，100多万
非洲国家的小农户从中受益。

唐仁健表示，中非农业合作十
年来，我国与 19 个非洲国家及非
盟、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先后签署 34
份农业合作文件，围绕粮食安全、减
贫、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持续
开展对话交流。

据了解，为助力非洲农业现代
化，我国将重点开展非洲粮食作物产
能提升行动、推行农业科技创新合作

计划、实施减贫惠农示范项目。唐仁
健说，我国接下来计划帮助非洲国家
推广良种良法、提高机械化水平，加
快提升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同时，成
立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此外，我国还将向非
洲派遣更多农业专家，支持非洲国家
实施“特色农产品绿色发展全球行
动”，带动更多农民减贫增收。

我国300多项先进农业技术惠及非洲100多万小农户

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尿
病日。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程度加深，成人糖尿病患
病率持续上升。当常见慢病遭
遇“银发浪潮”，我国糖尿病防
治工作如何应对挑战？社区诊
疗能否支撑慢病防治网？怎样
告别“甜蜜的烦恼”？针对公众
关心的话题，记者采访医学专
家进行了解答。

糖尿病患者急剧增
加与人口老龄化、发病年
轻化有关

《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
南（2021年版）》数据显示，我
国65岁以上老年糖尿病患者
人数约为 3550 万，居世界首
位。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
上人口达到2.8亿，人口老龄
化程度持续加深。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糖尿病患者
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医
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首席
专家郭立新说，糖尿病患病率与年龄
增加相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三成以
上的老年人罹患糖尿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大进认为，目前
我国糖尿病防治总体面临“三多一少”。

“三多”为患者总人数多、超重肥胖者和
年轻人多、并发症多，“一少”即关键指
标全部达到管理标准的患者少。

升级防治策略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失明、肾衰竭、截肢……作为一种
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病理特征的疾
病，糖尿病可能给患者带来多种严重
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郭立新表示，我国糖尿病防治面
临的挑战包括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治
疗质量不达标等。

“很多患者对糖尿病认识不足，不
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不了解什么是
糖尿病高危因素，这是知晓率低。治疗
率低也是很大的问题。”郭立新说，既
要关注血糖控制和监测，也要重视其
他危险因素控制和并发症的监测，才
能真正使治疗质量达标。

江苏省苏州市润达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王黎表示，由于糖尿病早期
症状较隐匿，许多基层患者错失早发
现、早治疗时机，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的关键就在于早筛早治。

家住润达社区的周奶奶自2010年
起就患有糖尿病。最初，由于拿药不方
便和认识不足，一直对服药有抗拒。直

到 8 年前，隔壁的老邻居因
糖尿病足截肢，周奶奶才意
识到糖尿病的可怕。

经过一段时间的动态监
测，周奶奶体重控制达标，未
出现其他并发症。社区居民
通过培训，都学会了用手机
控糖助手小程序自我监测饮
食、服用口服药物。

据介绍，江苏省探索创
建省级糖尿病并发症筛查站
和运动控糖站，帮助患者实
现并发症早筛关口前移。在
苏州市，全市 90%以上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已转型升级
为市民综合健康管理服务平
台，累计建成 4 个国家级慢
性病防控示范区。

全人群都掌握控糖
要点 才能告别“甜蜜
的烦恼”

制定《县域糖尿病分级诊疗技术方
案》、发布《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
年版）》、建设国家慢性病防控示范区、
推广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作为糖尿病防治大国，我国卫生部
门正聚焦糖尿病的“防”“治”两端，着力
提升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然而，相对基数较大的病患人群，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在慢病防治中的

“短板”亟待补齐，糖尿病前期人群亟
待干预。部分西北地区省份针对专病
的基层医疗服务人员供给不足，尚无
法提供一人一案的个性化处方。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有近半数糖尿病危险人群并不知晓自
己的血糖水平。

《全球糖尿病地图（第10版）》数据
显示，2011 年至 2021 年，我国糖尿病
前期人群约为3.5亿人，远多于糖尿病
患者人数。据了解，糖尿病前期指的是
个人血糖值已经超出正常值，但尚未
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状态。

研究表明，如果不对糖尿病前期
人群进行干预，其中超过 90%的人 20
年后可能发展为糖尿病。对于已经步
入前期之列的人群，纪立农表示，如果
干预得好就有可能复转到健康状态，
建议定期监测血糖水平、优化体重、调
整膳食、合理运动、戒烟等。

“糖尿病可防可治，做好糖尿病防
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郭立
新呼吁，全人群都应积极掌握糖尿病
的危险因素和应对策略。糖尿病患者
要掌握控糖要点、关注肥胖和高血糖，
定期筛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当
常
见
慢
病
遭
遇
﹃
银
发
浪
潮
﹄

—
—

透
视
中
国
糖
尿
病
防
治
危
与
机

新
华
社
记
者

顾
天
成

李
恒

龚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