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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自助办理 流程如下

湘潭教育学院遗失开户许可证（壹）
本，核准号：15530000435604，开户行：湖南
银 行 湘 潭 汇 丰 支 行 账 号 ：
88020312000007461，声明作废。

吴海军遗失 2025年 3月 2日之前办理
的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 证 号 ：
430322196602203318，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

子缴款收据一张，编号：湘财通字（2019）
3128829023，声明作废。

湖南潭城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张，编号：
湘财通字（2020）3776085894，声明作废。

湘潭市岳塘区宏旭建材经营部遗失湖
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一张，编号：
湘财通字（2023）561421471X，声明作废。

上接1版 据悉，近年来，湘潭市生态环境
局全力以赴争资金、抓项目，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

积极主动争资争项。成功申报全国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试点城市，将获得中央、省财政资金 1.2
亿元，可推动 33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成功争取
中央和省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4.98亿元，以项目为
抓手持续改善空气质量。

全力推动气候投融资。实施应对气候变化领
域中长期贷款项目 81个，总投资 166.02亿元。推
动环境权益质押融资增量扩面，引导辖内银行机
构创新推出“绿色低碳贷”“可再生能源补贴确权
贷款”等11个特色信贷产品。全市绿色贷款余额
460.56亿元，同比增长32.89%。

积极服务企业发展。帮扶指导湘乡经开区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帮助湖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
限公司购买排污权储备指标、助力湘钢申报大气治
理项目16个，争取资金2.85亿元，支撑湘钢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开展“提前介入、预先服务”等为项
目审批“加速”，累计完成环评审批238件。

生活更美
——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来

自用心回应群众关切

春日的易俗河港区，船只往来如梭，生机盎然。
一台台大型新能源货车整齐停靠在易俗河港

区（雍和物流）新能源重卡综合充电站内，补充绿
色电能。这是湖南省首家港口新能源重卡综合充
电站，也是湖南省最大的新能源重卡充电站，预计
年充电量可达 5253万千瓦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
碳30273.74吨。

如今的易俗河港区已然一个绿色、环保、高效智
能的公铁水联运智慧港口，让更多的湘品走向世界。

蝶变源于对群众诉求的用心回应。我市港口
码头环境污染是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验收销
号的典型案例。湘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要求
包括易俗河港区在内8个港口码头对标对表全面
整改，并在全省首个完成典型案例整改。

乘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东风，易俗河港区实现华

丽变身，成为绿色环保型、蓝色智慧型现代化港口。
近年，湘潭投诉渠道更广、解决问题更快、群

众受益更多。历年来，中央、省交办我市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 191个，146个问题按期完成整改，剩余
45个问题正在整改中；交办我市 1929件信访件，
已上报办结1923件，办结率99.7%。

每一件信访件完成整改的背后，都是群众真
切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生态更好，让农产品品牌更响、品质更高、附
加值更高。涓水河畔名山环绕，沿岸米市、鱼市、
莲市闻名海内。涓水河畔花石镇的湘莲品质高、
产量大，是全国最大的湘莲生产基地和莲子贸易
集散中心。万亩荷花基地“一碧似海”，是湖南省
内最负盛名的湘莲文化展示基地。

生态更好，让旅游更旺、群众更富。春节期
间，湘潭喜迎八方游客，韶山旅游区、彭德怀纪念
馆、湘江之畔的万楼、盘龙大观园、昭山、水府庙水
库人头攒动、人气爆棚。据不完全统计，我市共接
待游客 107.07万人次，充分彰显了我市旅游业的
强劲活力与无限潜力。

在墨西哥城的繁忙市场中，墨西哥-
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理事会主席阿马波
拉·格里哈尔瓦指着周围的商铺说：“从
智能家居设备到电动滑板车，再到餐桌
上的电磁炉，这里许多商品来自中国。”
她从商多年，见证了中国制造对墨西哥
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多墨西
哥人买得起更优质且先进的中国电子产
品，现在一些小商户们又已开始进口中
国的新能源设备。

贸易流动，如同脉搏。品类齐全的
“中国制造”奔向全球各地，让世界感受
到中国产业升级的强劲脉动。同时，中
国市场也为全球提供新机遇新空间，与
世界共赢共荣。

“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 43万亿
元大关”“连续 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地位”“同比增长 5%”——2024年，中
国外贸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依然交
出亮眼成绩单。

“智造”强基：

技术突破构筑新优势

2025年1月初，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
费电子展上，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样
机在开展首日即售罄。这家因产品登上
春晚舞台而广受关注的“明星”公司，在
全球机器人领域占据领先优势，其生产
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市场份额超60%。

年初以来，深度求索公司推出的人
工智能模型DeepSeek-R1一跃成为全球
科技圈的焦点，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
在制造业的新应用新场景不断涌现。从
硬件革新到智能算力升级，中国人工智
能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

今日之“中国制造”，加速向“中国智
造”跨越，在全球竞争中形成新优势。

从2024年中国外贸数据不难看出，中
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机电产品
出口增长 8.7%，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
59.4%，其中高端装备出口增长超过4成；
含“新”量不断上升，更多高科技属性的新
产品加速出海，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世界经济论坛今年 1月公布最新一
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全球189家“灯
塔工厂”中超过三分之一位于中国，数量
位居全球首位。“灯塔工厂”作为具有榜
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工业4.0”示范
者，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全球制造业领域

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最高水平。从酿
造、钢铁等传统产业因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迸发新活力，到机器人、无人机等新兴
产业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已成为全
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引领者。

“中国加速从‘世界工厂’向高附加
值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型经济转型，智能
制造等领域出口增长迅速。”德国黑森州
欧洲及国际事务司前司长米夏埃尔·博
尔希曼说。

“中国智造”为何能在全球竞争中脱
颖而出？

“中国智造”的竞争优势直接得益于
中国具备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全球
第一的制造业规模。完整且持续迭代升
级的产供链，推动创新、优质、有竞争力
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不断涌现。

“中国智造”的竞争优势还得益于创
新驱动下的技术突破。2024年中国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达2.68%，在世界主要国家
中排名第 12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
第 11位，是 10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
济体之一。

土耳其安卡拉经济技术大学教授阿
里·奥乌兹·迪里厄兹说，当今中国不仅
能生产优质产品，还在 5G、航空航天、软
件开发等众多领域取得显著技术突破。

“越来越多‘中国智造’正在引领全球科
技发展。”

“绿色”赋能：

“新三样”引领新赛道

2 月 16 日，福建省厦门现代码头，
1770台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整装待
发，准备运往英国。

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
次突破 1000万辆，出口量首次突破 200
万辆。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拉美，中
国电动汽车广受欢迎。印度尼西亚印多
沃投资媒体公司首席运营官亨德罗·维
博沃说，在印尼，中国电动汽车品牌比亚
迪凭借高性价比和先进技术，迅速打开
市场。

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
三样”持续引领中国出口增长。“绿色贸
易”正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热词，为中国外
贸增长开辟新赛道。

绿色发展赋能传统产业，纺织、家具
等行业通过绿色技术升级焕发新活力。

绿色发展也带来新动能，加快产业升
级。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
姆说，中国对绿色发展的资金投入是许
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十倍，在一些
关键绿色领域，中国占全球产量的60%或
更多。

中国绿色产品极大丰富了全球供
给。美国彭博社认为，中国通过规模化
生产和供应链整合，使电动汽车、电池等
产品具备价格竞争力，推动了全球绿色
转型进程。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附近的沙漠中，
坐落着艾尔达芙拉光伏电站。这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光伏电站之一，采用
世界先进的光伏发电技术，点亮万家灯
火。该电站的勘察、设计、设备供货、土
建、安装、调试、运维，均由中国企业提供
完成。

在电池技术上，中国企业专利数量
占全球 70%以上。中国产业链龙头企业
带动上下游协同出海，形成“中国技术+
本地化服务”的生态合作模式，释放更加
广阔的市场空间。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说，中国
技术加速全球低碳转型，是全球的“绿色
动力引擎”。

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与国际
协同发展，中国绿色发展前景可期。当
下，顺应外贸“向绿”发展趋势，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加入“绿色”行列，极大增强经
营主体活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
推动国际绿色合作、国际绿色标准互认
与国际绿色产业规则制定等，加快促进
外贸产供链绿色转型。

“开放”拓界：

市场多元开拓新空间

岁末年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迎来生效实施三周年，中国-马尔
代夫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国-新加坡自
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也于近日
生效。中国与全球市场对接，空间更加
广阔。

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壁垒，中
国通过多元化市场战略、区域经贸合作
及数字贸易创新等，构建更具韧性的全
球产供链网络，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
开拓新空间，为外贸高质量发展带来更
多源头活水。

中国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区域
布局持续优化。2024年，中国对联合国
统计分组中几乎全部国家和地区都有进
出口记录，其中，对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出口实现增长；中国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2.1万亿元，近
54%的进口商品来自共建国家，中国超大
市场持续为各国提供发展机遇。中国出
口到共建国家的商品不但包括消费品，
还包括机械设备、零部件等。沿着“一带
一路”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中国
制造”有效对接共建国家生产、消费需
求，共建国家的特色优质产品也持续不
断进入中国市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
实施以来，区域贸易投资显著增长。新
西兰的奶粉、日本的电子产品、韩国的药
妆、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等走俏中国市
场，成员国企业充分感受到中国大市场
的澎湃活力。

数字贸易新业态不断发展。2024年
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 2.63万亿
元，同比增长10.8%。

开放多元布局，既是对外部风险的
应对，也是主动拥抱全球化的战略选
择。正如博尔希曼所说：“在全球保护主
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拓展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市场，加强与东盟、拉美、中
东等地区的经贸往来，积极发展‘全球南
方’市场，深化与欧洲的合作，这种多元
化的市场格局帮助中国外贸降低了对单
一市场的依赖。”

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
会更好。

从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
制措施，到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跨境服
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再到持
续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
开放；从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到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国始
终坚持以开放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
用实际行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从“智造”突破到“绿色”赋能，再到
“开放”拓界，中国与世界的经贸链接日
益紧密。在这场贸易的奔流中，中国同
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为全球经济增长注
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中缅泰召开部级协调会议

联合打击跨国电诈
新华社曼谷 3月 3日电（记者 林昊）中国

和缅甸、泰国有关部门近日在泰国曼谷召开联
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会议，
就进一步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问
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取得一系列共识。

会议指出，当前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
势严峻，极大危害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严重侵害各国公民合法权益。中缅泰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深化国际执法合作，加大打击力
度，积极有效应对此类犯罪高发态势，最大限
度压缩犯罪团伙生存空间，共同铲除毒瘤，坚
决保护各国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此次会议是中缅泰共同打击跨
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执法合作重要阶段性成
果。三方要深入落实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的共识，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加强信息
共享，持续开展遣返工作并完善流程，不断提
升打击质效，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执法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宁。

据了解，近期中缅泰有关部门开展了一系
列联合打击跨国电诈犯罪行动，成功遣返缅甸
妙瓦底地区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620余名。

美乌谈崩后，美欧乌拉扯加剧
新华社记者

十余个欧洲和欧盟国家，以及乌克兰和加拿大的领导人 3
月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峰会，就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防务问题进
行讨论。在这场美乌领导人对话“不欢而散”后举行的会议上，
各方就支持乌克兰的四个步骤达成一致。同日，法国和英国联
合提出一项为期一个月的俄乌部分停火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面对美国的“冷脸”，
欧洲出于自身安全、经济等诉求，力图“上桌”并施加真正影
响。美欧不断拉扯、分歧明显，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深。

欧洲协调对乌立场

自美国开启与俄罗斯的直接对话以来，欧洲国家一直担忧
在乌克兰危机谈判中只能坐“小孩桌”。美乌领导人发生激烈
争吵后，欧洲多国领导人纷纷声援乌总统泽连斯基，英国和法
国展开密集外交斡旋，并推出欧洲计划。

3月 2日举行的伦敦峰会旨在协调欧洲对乌立场，与会各
方一致同意支持乌克兰的四个步骤，包括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
事援助等。

英国首相斯塔默还宣布，英国将允许乌克兰使用16亿英镑
的英国出口融资购买约5000枚防空导弹，这些导弹将在英国制
造。同日，马克龙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法英联
合提出一项为期一个月的俄乌部分停火协议，主要针对空、海
以及能源基础设施，但不包括地面停火。泽连斯基当晚在接受
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知道一切”，但未进一步表态。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正努力保持影响力并维护其利益。如
斯塔默所说，欧洲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需加紧努力，迎接欧
洲“一代人一遇的时刻”。

美国《华尔街日报》文章说，欧洲希望为乌克兰制定“和平
计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文章认为，欧洲的计划似乎注定
要与上月开启的美俄直接会谈相抗衡。

美加大对乌施压

在泽连斯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因激烈争吵不
欢而散后，美国政府继续对乌克兰施压。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 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与我们打交道、最终与俄罗斯人打交道
并结束这场冲突的（乌方）领导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
逊也表示，如果泽连斯基不改变，乌克兰需要“别人来领导”。

对于美乌未能在白宫达成矿产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在没有（俄乌）
和平协议的情况下，不可能达成经济协议”。美国《华盛顿邮
报》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暂停
所有正在进行的对乌运输”。此举或将影响运往乌克兰的雷
达、车辆、弹药和导弹等。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美乌关系
最糟糕的时刻。美乌双方在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上存在重大
分歧，乌克兰试图“以矿产换安全”，但美国显然想要更多。

“黑手党式做派。”英国《经济学人》网站这样形容美国的做
法。文章说，美国正在建立新体系，这种新体系有新的等级秩
序。“美国位居首位。美国的盟友排在末尾，它们的依赖和忠诚
被视为可利用的弱点。”

美欧竞相争利

分析人士认为，面对乌克兰危机，欧洲与美国均以己方利
益优先，分歧与矛盾日益凸显，跨大西洋关系裂痕不断加深。

英国前国防大臣本·华莱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欧
洲和美国在对待乌克兰时并无本质不同，都关注自身利益。它
们向乌克兰提供旧军事装备，借此给本国军队的装备“更新换
代”。欧美提供给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援助都在本国生产，从
而为自己创造了大量就业。

斯塔默对英国以及欧洲的利益诉求毫不讳言。他说，乌克
兰问题事关英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经受
了生活成本危机、能源危机等挑战；努力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实现
欧洲持久和平，既符合英国利益，也符合欧洲和乌克兰利益。

英国《卫报》援引乌克兰人帕尔沃的话说，“在美国眼里，我
们（乌克兰）是可以变卖的资产，而欧洲人只关注他们自己”。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
出，美国在处理外交关系上展现出日益明显的“交易型视角”。
除美乌矿产协议外，美国也对格陵兰岛、加拿大甚至是俄罗斯的
矿产表现出兴趣。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不论是乌克
兰、欧洲还是北约，如果它们不能提供战略资源或经济补偿作为

“回报”，那么它们能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安全保障将大幅缩水。
立陶宛智库地缘和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利纳斯·科亚拉认

为，欧洲需要承认在提供安全保障方面尚无法找到美国的替代
品，因此欧洲要学着更加独立、更多依靠自己。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外贸上新，中国制造进阶“升级版”
——从要素流动感受中国经济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乔继红

装载 13 艘
船舶的“华瑞龙”
半潜船从宁德灶
屿水域启航（3
月 3 日摄，无人
机照片）。

3月 3日，全
球第三大半潜船
“华瑞龙”在福建
宁德灶屿水域装
载 13 艘船舶启
航前往非洲几内
亚。本次装载的
13 艘船舶分别
为 6 艘平板驳
船、5 艘拖船、1
艘浮吊船和 1艘
供应船。该批船
舶预计将于四月
中旬运抵目的
地。（新华社 发
宁 德 海 事 局 供
图）

半潜船“华瑞龙”装载13艘船舶驶往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