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
低见牛羊。” 近日， 来自喀麦隆、
多米尼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等
32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走进内蒙古
自治区， 体验中国北疆的生机活
力， 感受这片土地高质量发展的
蓬勃动能。

四天时间， 使节们先后参访
乌兰察布、 呼和浩特、 鄂尔多斯
三个城市。 这些关键词， 被使节
们反复提及———

“迷人”
位于乌兰察布市的辉腾锡勒

草原绿草如茵 ， 山坡上野花烂
漫、 牛羊成群。

“来到这片美丽的大草原，
你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放松惬意。
这里很值得住上一段时间。” 喀
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纳的脚
踩在松软的草地上 ， 不时深呼
吸， 享受着美好。

一场小型那达慕正在上演。
畅快淋漓的搏克较量、 热情豪迈
的民族舞蹈、 婉转悠扬的长调演
唱……引得使节们拍手叫好。 牧
民们把使节们迎进自己家， 用手
把肉、 奶茶、 奶酪等特色美食热

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们。
“走进牧民的帐篷， 你会感

到一种融洽的氛围 ， 那就是和
谐、 团结、 友爱、 共享。” 土耳
其驻华大使穆萨有感而发。

使节们陶醉于内蒙古迷人的
自然风光， 也对内蒙古独特的草
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在内蒙古
博物院参观时， 使节们认真听取
讲解， 频频发问。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公使比
拉尔·乔杜里说， 文物中蕴含着
传统哲学与智慧。 在他看来， 中
国的每个省区市都有各自的特点
和发展优势， 这种多样性推动了
中国的全方位发展。

参观结束， 马耳他驻华大使
白瀚轩特意在纪念品商店挑选了
一款热门的 “阴山岩画 ” 冰箱
贴。 “我喜欢这个创意。 文明之
间的交流至关重要， 我们支持全
球文明倡议。 再来内蒙古， 我一
定要去看看真正的岩画。”

“高质量”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德农现

代高效设施农业产业园13000平
米的大棚内， 全自动机器人在无土

栽培的西红柿藤蔓间往来穿梭，
高效完成巡检、采摘、施肥等各项
工作。使节们边看边赞叹不已。

“这太不可思议了！” 印度
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裴连杰品
尝了当地种植的木瓜， 说没想到
在高纬度地区也能种出高品质的
热带水果。 “这里处处体现着科
技的力量 ， 人人都有发展的意
愿。 让梦想变为现实是真正的实
力。” 他说。

在位于呼和浩特的伊利现代
智慧健康谷参观时， 琳琅满目的
酸奶吸引了保加利亚驻华大使特
霍夫的注意。

“保加利亚的乳制品特别是
酸奶非常有名。 原来内蒙古的酸
奶也这么棒！” 他感慨道， 通过
技术处理， 让各类人群都能喝上
适合自己体质和口味的酸奶， 这
种创新让人印象深刻。

将高铝粉煤灰 “变废为宝”，
用废水发电， 再用发电的余热供
暖……鄂尔多斯蒙泰集团运用
“黑科技”实现节能减排的高质量
发展创新尝试， 让使节们纷纷点
赞。

“这是新质生产力的有力诠

释。” 老挝驻华大使馆参赞沙蒙
迪·普瓦用流利的中文说道。 他
表示， 不断的创新能让有限的资
源充分发挥价值， 最大程度地改
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中国共
产党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 都是
为了人民。”

“合作”
“快、 快！ 我想谈谈怎么和

这个企业开展合作。” 刚刚结束
在伊利集团生产车间的参访， 多
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就
迫不及待要探讨合作。

多米尼克位于加勒比海地
区， 乳制品进口全部依赖周边国
家。 内蒙古之行， 让马丁·查尔
斯发现了新的合作伙伴。

使节们在参访中表示， 内蒙
古在发展特色产业、 生态环境保
护、 风能和光伏等绿色能源建设
方面有着先进经验做法， 展示出
巨大的合作潜力。

站在银肯塔拉沙漠防沙治沙
项目的瞭望台上， 只见昔日的大
片黄沙已被绿草灌木所覆盖 。
摩 洛 哥 驻 华 大 使 安 萨 里 感 慨
道 ： “我深知防沙治沙是多么

艰辛 ， 眼前的场景让我备受鼓
舞。 希望能促成内蒙古和摩洛哥
有关机构的合作。”

“气候变化、 水资源短缺 、
粮食安全、 土地荒漠化等问题，
靠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 我们
必须合作。” 安萨里表示， 现代
化农业、 智能化生产， 这些正是
摩洛哥需要学习的。 期待更多的
中国企业赴摩洛哥投资发展。

“当地工厂的现代化程度让
人印象深刻， 希望今后彼此能有
机会合作” “在绿色发展方面 ，
我们希望探索更多合作” “内蒙
古许多企业都在积极发展新质生
产力， 如果能与他们开展合作，
一定能够实现共赢” ……参访过
程中， 使节们纷纷表达同内蒙古
推进合作的意愿。

尼日利亚驻华大使馆参赞迈
克尔·克里桑图斯说， 内蒙古之
行让他进一步深入了解了中国各
地发展， 也进一步真切感受到尼
中两国广阔的合作空间。 “尼日
利亚和中国是伙伴， 更是兄弟。
今年将在中国召开新一届中非合
作论坛峰会， 相信双方合作一定
会迈上新高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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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国驻华使节走进内蒙古，点赞中国北疆生机活力！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
中国外贸“马车”表现如何？海关
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
半年，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1.17万亿元，同比增长6.1%。

观察半年数据可以发现，规
模上，从3月以来，我国月度进出
口规模稳定保持在3.5万亿元以
上， 上半年进出口规模迈上21万
亿元， 贸易规模再创新高； 增速
上，二季度外贸同比增长7.4%，较
一 季 度 和 去 年 四 季 度 分 别 提
高 2.5个和5.7个百分点， 季度走
势持续向好。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
部副研究员陈红娜表示， 总体来
看，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展现出
较强韧性和活力。

尤其是出口端， 同比增速持
续回升至6.9%。路透社、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等多
家外媒评价中国出口表现 “超出
预期”。 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出
口历来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
要力量，从6月数据看，月度出口
已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

支撑这些成绩的主要因素有
哪些？

从外部因素看， 全球贸易形
势好转有力拉动了我国外贸稳定
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 （WTO）报告
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
增长2.6%，2025年将延续今年的
复苏势头，预计增长3.3%。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MF）在最新的 《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也预测，今年
包含货物和服务的全球贸易量将
增长3%。

与此同时， 欧美等发达经济
体需求有所恢复、 全球科技行业
进入上行周期等诸多因素也给外
需回暖带来利好。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出
口结构进一步优化， 机电产品出
口同比增长8.2%， 占出口比重的
近六成。其中以汽车为例，我国汽
车出口同比增长22.2%，总体增长
势头不减。此外，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呈现良好势头， 上游纺织品
出口同比增长6.5%。

从内部因素看，今年以来，在
汇率、信贷、保险、税收、跨境电商
海外仓、 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多方
面， 我国接连推出一系列政策组
合拳，对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发挥重要作用， 推动稳固我国外
贸国际竞争力。

得益于上述举措，上半年，灵
活性高、 自主性强的民营企业进
出口同比增长11.2%，继续保持我
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位置；对
欧盟、 美国等传统市场进出口回

暖的同时， 我国还不断拓展经贸
合作空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等新兴市场贸易往来日益紧
密。

陈红娜分析认为， 外贸向好
势头得到延续并不意味着可以忽
视风险因素， 仍要看到上半年进
口小幅回落、 月度环比增速出现
波动等挑战， 我国外贸依旧承压
前行。

展望下半年， 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何亚东表示， 中国外贸发展
面临的形势仍然比较复杂。 主要
表现在：外需增势并不稳固，主要
市场补库存力度和持续性有待观
察，加上地缘政治、贸易壁垒、航
运价格等干扰因素增多， 企业接
单履约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

当前， 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外贸发展产业基础、要素禀
赋、创新能力日益增强，外贸新动
能、 新优势不断培育。 陈红娜表
示， 不论是加快推进多边贸易协
定谈判进程， 为外贸出口营造有
利的发展环境， 还是鼓励以跨境
电商、 市场采购等为代表的外贸
新业态创新发展， 提速外贸企业
数字化进程， 这些都为外贸结构
性调整和优化提供更有力支撑 ，
外贸实现全年“质升量稳”目标基
础更坚实。

据新华社

近年来，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大安镇坚持把发展农机产业作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积极对接支农惠农政策， 支持农机企业科技
研发、 产品升级改造。 目前， 该镇共有农机相关企业100余家， 年总
产值近20亿元。 图为爱科 （济宁） 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生产
打捆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7月 15日正式入
伏， 今年的 “三伏” 又是40天。
从2015年至2024年， 已连续10年
的 “三伏” 都是40天。

所谓 “三伏”， 指的是初伏、
中伏、 末伏的统称， 大约在每年
公历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 正好
处于小暑与处暑节气之间， 天气
最为炎热。 待到暑退出伏， 早晚
才渐有凉意。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 ， “三
伏” 的日期是按照我国古代历法
的 “干支纪日法” 确定的。 干支
是天干 、 地支的合称 ， 天干由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组成，
一共10个； 地支由 “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 组成， 一共12
个。

天干和地支按顺序搭配， 天
干在前， 地支在后， 从甲子开始
到癸亥结束， 可以不重复地记录
60个， 俗称 “六十甲子”。 当一
轮结束后， 再从头开始， 进行新

一轮的记录， 如此循环不绝。 由
于天干是10个， 所以每隔10天就
出现一个带有 “庚” 字的日子，
称为 “庚日”。

我国传统历法规定， 从夏至
日开始数起 ， 数到第三个 “庚
日” 就进入初伏。 初伏和末伏固
定都是10天， 中伏则不固定， 有
时是10天， 有时是20天。

为何中伏会有长有短？ 杨婧
解释说， 当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
4个庚日时， 中伏为10天， 出现5
个庚日时， 中伏为20天。

以今年为例， 6月21日夏至，
从夏至日算起， 第一个庚日是6
月25日 （庚申日）， 第二个庚日
是7月5日 （庚午日）， 第三个庚
日是7月15日 （庚辰日）， 第四个
庚日是7月25日 （庚寅日）， 第五
个庚日是8月4日 （庚子日）， 8月
7日立秋， 所以今年在夏至与立
秋之间有5个庚日， 中伏就为20
天。 而在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8
月14日 （庚戌日） 才进入末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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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伏”又是40天，已连续10年如此

新华社电 水利部副部长王
宝恩14日表示， 从7月16日开始，
我国进入 “七下八上” 防汛关键
期 （7月16日至8月15日）， 水利
系统将全面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
机制 ， 进一步加强 “四预 ” 措
施 ， 强 化 流 域 水 工 程 统 一 联
合 调 度 ， 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
汛、 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
御等工作。

王宝恩当日在水利部举行的
“七下八上” 防汛关键期有关情
况新闻通气会上说， 从历史资料

分析， “七下八上” 期间， 全国
洪水多发频发， 容易发生流域性
洪水 。 据预测 ， 今年 “七下八
上” 期间， 我国旱涝并发、 涝重
于旱， 暴雨洪水等极端突发事件
趋多、 趋广、 趋频、 趋强， 致灾
影响重， 形势严峻复杂。

据介绍， 进入 “七下八上”
防汛关键期后， 水利系统将全面
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防御
意识、 机制、 节奏、 措施全面与
关键期要求相匹配。 实行水利部
部长 “周会商+局地暴雨会商+

场次洪水会商” 机制， 部领导逐
日主持会商； 水利部相关干部职
工全面进入防汛关键期工作状
态； 加密监测预报、 风险研判和
靶向预警， 强化信息报送、 调度
指挥、 指导支持各项措施。

今年我国旱涝并发， 汛情和
旱情呈现发生 “早”、量级“大”、
时间“长”、发展“快”等特点。入汛
以来，珠江、长江、太湖、淮河等流
域大江大河大湖发生了20次编号
洪水， 华北、 黄淮等北方地区发
生严重旱情。

水利系统将全面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