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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序幕开启，金砖国家合
作已走过16个年头。金砖国家优势互
补，不断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
域，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
自强的典范。

在当前世纪疫情同百年变局叠加共
振、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世界经济复苏任
重道远的背景下，金砖国家不断深化共
识，加强合作，为应对全球挑战贡献“金
砖主张”，为全球发展贡献“金砖力量”。

金砖合作加速前进

从经济、政治安全领域合作到经
贸财金、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
驱动”，金砖国家一步一个脚印，合作
不断走深走实，发展为具有重要影响
的国际机制。作为今年金砖国家主席
国，中国提出以全面深化经贸、财金、创
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减贫脱贫等合
作为抓手，铺设加速全球发展的“金砖
快线”，金砖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层次不
断加深，成果加速落实。

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是金砖合作
的强劲内生动力。16年来，金砖国家
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不断提升，
国际贸易参与度显著上升。金砖国家
推动建立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
排、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和科技创新
合作框架等成功合作机制；制订《金
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将贸易投
资和金融、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视
为重点合作领域，为金砖国家经贸合
作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

塞内加尔经济学家伊德里萨·迪安
迪说：“金砖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
重要地位，通过经济合作，这些国家
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

公共卫生合作方面，金砖国家疫
苗研发中心今年3月正式启动。五国
共同提出《加强疫苗合作，共筑抗疫

防线》 倡议，在疫苗联合研发和试
验、合作建厂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

承担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国中心
建设任务的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介绍说，中国与巴西、南非等
国在新冠疫苗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重
要成果。中国中心与巴西布坦坦研究
所启动疫苗本地化生产合作，为其后
中国与十余个国家的疫苗合作开创先
河。截至2021年12月，中国中心已向
巴西提供新冠疫苗半成品6.2万升，折
合成品1亿剂。

金砖力量助推发展

金砖五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重
超过40%。2021年，五国国内生产总
值合计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3%。金
砖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对实现世界经济

复苏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动全
球发展的重要力量。

去年，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发展问题，加
强国际发展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年，中国
将“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
发展新时代”作为金砖“中国年”的
主题，推动金砖合作机制成为全球发
展的“加速器”。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
人赫尔曼·劳雷尔说，金砖合作议程与
全球发展倡议相契合，让世界重新聚
焦发展议题，金砖国家将成为助力世
界经济复苏、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不可
或缺的力量。

阿根廷阿中研究中心主任帕特里
西奥·朱斯托说，疫情之下，金砖合作
对世界来说更加重要，无论是防疫还

是经济复苏，金砖合作都是推动世界
走出当前困境的重要力量。

金砖五国充分认识到农业和乡村
振兴对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今年将减
贫和粮食安全作为办会重点之一，致
力于加强金砖国家农业合作，促进粮
食安全和农村地区全面发展。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
家路易斯·保利诺说，在中方推动下，
金砖国家将探讨成立金砖国家农村发
展工作组，以促进五国农业农村可持
续发展，助力实现消除贫困和零饥饿
目标，此举既“合宜”又“合时”，中
国脱贫攻坚的方法经验值得世界借鉴。

金砖机制拓展“增色”

五年前，中国提出“金砖+”合作
模式，推动建立更广泛的金砖合作伙
伴关系，让更多发展中国家从中受
益，得到各方积极响应。拓展“金
砖+”合作，不仅回应了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期待，更有助于提升金砖国
家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为世界和平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和有关新
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将共
同出席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以加强
战略协作，为构建新时代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作出“金砖贡献”。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狄伯杰十分
看好“金砖+”合作及其对促进全球发
展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有助于推动全
球治理更加公平合理。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说，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具有开放性，并不局限于现
有成员国。在面临全球性挑战时，金砖
国家将更有能力应对挑战，解决危机。

新华社记者 刘轶芳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深化金砖合作 淬炼金砖“成色”
——为全球发展贡献金砖力量

慢性病综合防控是疾病预防控制
工作的重点。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显示，我国已建成全
球最大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网
络，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从2015年
的 18.5%下降至2021年的 15.3%……我
国慢性病防治稳步推进。与此同时，
慢性病增长和蔓延势头不容小觑，识
别干预亟待加强。

我国慢性病防治稳步推
进有成效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又称慢性病，
是指病情持续时间长、发展缓慢的疾
病。慢性病分为4个主要类型：心脑
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和糖尿病。

“慢性病是影响我国人民群众健康
的主要疾病。过去十年，我国累计建
成488个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
良有说，在慢性病的早防早筛早诊早
治方面，依托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

目，目前我国每年向400多万高发地
区居民提供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早
期筛查干预惠民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将发生在30到70岁
的死亡定义为“过早死亡”，因慢性病
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水平是评价一个国
家和地区慢性病预防控制水平的重要
指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重大慢性
病过早死亡率从2015年的18.5%下降至
2021年的 15.3%，下降超3个百分点，
降幅达17.3%，年均降幅接近全球平均
降幅的3倍。

慢性病增长和蔓延势头
不容小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
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饮食结构
发生变化，慢性病由于其发病率、
死亡率高，知晓率、控制率低和疾
病经济负担重等特点，已成为威胁
我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

《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专

题报告》显示，心脑血管疾病、糖尿
病和癌症等重大慢性病占我国疾病经
济负担超90%，我国55岁至64岁人群
慢性病患病率达48.4%，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发病率达62.3%。

随着慢性病患者的基数不断扩
大，我国因慢性病死亡比例也有所增
加。《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因慢
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88.5%，与
2015年相比有所上升。慢性病防控工
作仍面临较大挑战。

提升慢性病识别干预
突出“防”字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
出，“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控和伤害预防
干预”“提高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
病综合防治能力”“推进‘三高’（高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共管”等，
在国家战略层面为慢性病防控做出指
引。目前，我国已将实施慢性病综合

防控战略纳入《“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提出“降低重大慢性病过早
死亡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有关专
家表示，推动预防关口前移，能够大
大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既从源
头上控制重大疾病，做到使人民更健
康，又令医疗卫生服务更从容有效，
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

慢性病可防可控，加强慢性病防
治是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的
责任。面对防治慢性病的挑战，需要
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加强慢性病识别
干预，尽快扭转慢性病高发态势，推
进实现全民健康。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以推
进“健康中国行动”为重点，持续坚
持预防为主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突
出“防”字，强化政府、社会和个
人责任，积极有效应对当前突出的
慢性病问题。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我国慢性病防治有成效 识别干预亟待加强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0日电（记
者 康逸）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0日
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活动受到能源
成本高企、贸易条件恶化以及居民可
支配收入受到高通胀影响等诸多不
利因素影响，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拉加德当天在出席欧洲议会听
证会时说，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洲
面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
巨大变化，高通胀问题也对欧洲央行
货币政策产生影响。欧洲央行预计，
2022年欧元区经济将增长2.8%，2023
年和2024年均将增长2.1%。如果出现
能源供应严重中断、价格进一步飙升
的情况，预计2022年欧元区经济将仅
增长1.3%，2023年将萎缩1.7%。

拉加德说，随着欧元区经济重新

开放、需求尤其是服务业需求复苏，
供应瓶颈持续，各行业价格普涨，通
胀水平不断上升。今年5月，欧元区通
胀率按年率计算达8.1%。预计2022年
欧元区通胀率将达 6.8%，2023 年和
2024年将分别达到3.5%和2.1%。

拉加德表示，鉴于当前的通胀环
境，欧洲央行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
使货币政策正常化，并将根据最新数
据及对通胀中期发展的评估决定调
整速度。

为应对通胀，欧洲央行本月9日
宣布，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并从7
月 1日起停止净资产购买。市场普遍
担忧，随着欧洲央行结束购债计划，
欧元区国家融资成本将大幅攀升，金
融分化将加剧，债务危机风险上升。

欧元区经济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预计2022年通胀率将达6.8%

新华社雅加达 6 月 21 日电（记
者 余谦梁 汪奥娜）印度尼西亚雅
万高铁2号隧道21日顺利贯通，标志
着雅万高铁全线13座隧道实现全部贯
通，为2023年6月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据雅万高铁项目部介绍，该项
目共新建隧道13座，总长16643米。
隧道所处区域地质具有黏土、软
泥、砂岩多和覆土薄等特点，极易
造成隧道结构不稳定，发生变形、
塌方等问题，施工难度大，安全风
险高。此次贯通的2号隧道位于西爪
哇省普哇加达县，全长1052米，最
大埋深53.6米，是全线修建难度最
大的控制性工程之一。

雅万高铁2018年全面开工建设
以来，国铁集团所属中国铁路国际

公司牵头中方施工联合体，积极克
服新冠疫情影响和施工困难，多方
调集专业施工人员和机械进场作
业，确保了13座隧道的顺利贯通。

目前，雅万高铁隧道、涵洞工
程已全部完成，路基、桥梁、车站
土建工程完成量均在90%以上，工
程建设转入铺架施工阶段。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
和第四大城市万隆，全长142公里，
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是“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
标志性项目，也是我国高铁首次全
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
设项目。雅万高铁建成后，雅加达
到万隆的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
小时缩短至40分钟。

“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

雅万高铁全线13座隧道全部贯通

新华社安卡拉6月20日电（记者
熊思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日与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表示，将
与各方共同努力保障乌克兰粮食出口。

据土耳其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埃
尔多安与古特雷斯当天通电话讨论
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埃尔多安说，
土耳其将继续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确保乌克兰粮食通过黑海航道安全
出口，这将“有效避免全球粮食危机”。

埃尔多安还说，他将继续敦促
俄乌两国重启和平谈判，通过外交
手段结束冲突。

乌克兰是粮食出口大国，乌克兰
危机引发对全球市场粮食供应不足
的忧虑。乌克兰方面指认俄方封锁乌
方港口，阻止乌粮食出口。俄方否认
干扰乌方出口，指认乌方在黑海水域
布设大量水雷，危及航行安全。俄总

统普京本月3日表示，国际粮食短缺
问题早在俄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前就
已经出现，西方对俄制裁只会使国际
粮食和化肥供应的情况继续恶化。

乌克兰将于 7 月开启新的收割
季。乌克兰谷物协会日前警告，如果
乌克兰依然不能通过黑海运出粮食，
由于仓储能力不足，乌克兰将有大量
玉米无法收割。

本月以来，联合国就乌克兰粮食
出口与土耳其和俄罗斯进行了一系
列磋商。土外长恰武什奥卢最近提
出，可以在不清除水雷的情况下，根
据标出的水雷位置绕开水雷，为乌克
兰敖德萨等黑海港口设立安全航道。

在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前，
乌克兰粮食出口主要通过黑海各港
口外运。因为港口目前已经停运，所
有粮食都无法运出。

土耳其表示将与各方共同努力
保障乌克兰粮食出口

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集装箱货轮在码头装卸集装箱（6月15日摄，无人
机照片）。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青岛直达金砖国家的航线共完成箱
量83万标箱，同比增长12%，其中出口量增长26.1%。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省苏伊士运河铁路桥旧桥改造升级项目施工现场，大桥
东西两岸双翼成功旋转对接（6月5日摄）。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省，由中企承建的
苏伊士运河铁路桥旧桥改造升级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完工。目前施工人员正抓紧
收尾，以确保早日交付埃方。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这是 6 月 21 日拍摄的海口金融中
心项目，该项目将于6月底完工投用（无
人机照片）。

海口江东新区是海南自贸港重点
园区之一，2020 年 6 月正式挂牌。两年
来，海口江东新区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重
大项目落地、招商引资引智等方面全面
加速，高质量高标准推动园区开发建设。
目前已引入重点企业 183 家，其中世界
500强35家。总部经济区在建的14个项
目中，已有7个项目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新区建设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