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
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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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不完善旅游设施，怎能开门迎客？

8月28日， 号称总投资逾100
亿元人民币的长沙铜官窑古镇正
式开门迎客。然而，这个备受市民
期待的景点的“开张”表现却似乎
并不尽如人意：混乱的施工现场、
差强人意的卫生环境、 宣传中吸
引力最大的景点项目的“消遁”
……就此，有市民产生了质疑“原
价为200元、 现在开业优惠价120
元的票价是否物有所值？”（详见
本报今日A04版）

面对游客的种种质疑， 运营
方新华联文旅发展总裁苏波毫不
示弱，并且反问道：不收门票，怎
么收回建设成本？又坚持认为，该
景区含有5D飞行、 黑石号演出、

博物馆群参观等众多互动项目，
现阶段的票价并非过高， 而是物
有所值。

诚然， 旅游景区有定价的自
由，经过物价部门审核的定价，属
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应该给予尊
重。然而，这种定价模式也不应该
是一成不变的， 面对游客普遍性
的不满， 运营方理应虚心接受市
场反馈意见， 在定价上做出适当
调整，以维护健康的市场体系。

而且， 广大市民和游客对铜
官窑古镇项目的“价格吐槽”不仅
仅来自于价格本身， 更源自于他
们的旅游体验。可以说，游客对一
个景区的价格高低的观感是动态

的， 游客看重的不单是一个价格
数字， 更看重这个数字后面所匹
配的服务内涵。 有时价格即使不
高，但旅游项目的内涵价值极差，
那么他们心中的“感知价格”也会
极高。 而在铜官窑小镇旅游项目
中，直接定价不低，项目的内涵价
值又不高，双重反差之下，游客的
旅游体验自然极差， 在“不值票
价”的心理驱动下，原本就不低的
价格就显得更加“贵不可言”。当
你的票价和你的服务不匹配，这
就叫“货不对板”，这种行为实际
是在逼着游客用脚投票。

遗憾的是， 景区的运营者并
没有读懂游客的心思， 并没有检

视自己的服务态度， 更没有读懂
市场逻辑。 市场来源于价格与服
务的匹配性， 而不来源于运营者
一厢情愿的逐利幻想。 当你的服
务不能匹配你的定价的时候，你
将会被消费者唾弃。 不明白这一
点，定再高的价，说再冠冕堂皇的
话，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而事实正是如此， 去过该景
区的人普遍能感知到这种价格与
服务的落差。坑洼的泥泞、破裂的
路面、未完工的建筑、脚手架和推
土机衬托下的“沧桑”，都在活生
生地证明， 这个景区是个未完成
的作品， 远远没有达到“开门迎
客”的要求，运营方用一个未完成

的作品开门迎客， 有的只是市场
投机，而缺乏足够的市场诚意。人
们不禁要问：不完善旅游设施，何
以开门迎客？对这个疑问，运营方
恐怕也需要掂量掂量吧。

运营方的总裁曾说， 自己的
项目拥有5D飞行这样的核心项
目，所以能够“值回票价”，然而，
他口中的这个核心项目至今还没
有开业。 用现阶段不存在的项目
为自己的高票价背书，这是欺人，
更是自欺。我们认为，景区方放弃
“自欺”，尊重市场、理性定价、提
升服务内涵， 才是重获信任和成
功的关键。

■本报评论员 张英

9月3日， 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
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
旨讲话， 强调中非要携起手
来，共同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
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
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
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
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
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

习近平指出，中非双方基
于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在过
去的岁月里同心同向、守望相
助，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
作共赢之路。 在这条道路上，
中国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
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各国团
结一心、同舟共济、携手前进。
中国在合作中坚持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 坚持义利相兼、以
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
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
蓄。 中国坚持做到“五不”，
即：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
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不干涉
非洲内政， 不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人， 不在对非援助中
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
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
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
事务时做到这“五不”。

习近平指出， 和平与发
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也是
时代的命题。面对时代命题，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愿同国际
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
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
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
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将坚
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 坚定
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
贸易体制。

习近平强调， 中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

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
陆， 中非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 我们愿同非洲人
民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树立典范。

第一， 携手打造责任共担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加
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支
持， 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的协作配合， 维护中非和
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第二，携手打造合作共赢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用好共
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把
“一带一路” 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
战略相互对接， 开拓新的合作空
间，发掘新的合作潜力。

第三， 携手打造幸福共享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把增
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中非关系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四， 携手打造文化共兴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促
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 交融共
存，拉紧中非人民的情感纽带。

第五， 携手打造安全共筑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坚定
支持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等地
区组织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
题， 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维
稳维和能力。

第六， 携手打造和谐共生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愿同
非洲一道，倡导绿色、低碳、循
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加强生
态环保领域交流合作。

习近平宣布， 中国愿以打
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为指引， 在推进约翰内
斯堡峰会确定的中非“十大合
作计划”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
切配合，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
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

习近平指出，为推动“八大
行动”顺利实施，中国愿以政府
援助、 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
等多种方式，向非洲提供600亿
美元支持。 ■据新华社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3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中
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
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
业家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
为《共同迈向富裕之路》的
主旨演讲，强调中国支持非
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 愿同非洲加强全方位
对接，打造符合国情、包容
普惠、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共同走上让人民生
活更加美好的幸福之路。

习近平指出， 非洲是
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和
自然延伸， 是重要参与方。
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愿在平等互
利基础上，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加强同非洲全方位
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打造符合
国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非共建“一带
一路”，是造福中非人民的
共同繁荣之路。 中国对非
投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不干涉内政，不提强人
所难的要求， 注重分享发
展经验， 支持非洲实现民
族复兴和国家繁荣。

———中非共建“一带一
路”，是言必行、行必果的务
实合作之路。中非合作找准
基础设施不足等制约非洲
发展的要害，把资金用在刀
刃上，不搞花架子。

———中非共建“一带
一路”，是敞开胸怀拥抱世
界的开放包容之路。 中非
共建“一带一路”完全遵循
现有国际通行规则， 坚持
公开透明， 在尊重非方意
愿前提下， 愿同所有有能
力、 有意愿的国家加强第

三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打造多赢合作平台。

———中非共建“一带
一路”，是推动贸易和投资
便利化的自由通畅之路。
中方愿在互利共赢原则下
继续在标准推广、 市场准
入、人员培训、海关商检等
方面开展同非洲合作，助
力推进中非贸易畅通。中
方鼓励和支持中非相互投
资，不追求贸易顺差，愿创
造条件扩大进口。

习近平对中非企业家
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立足
中非、 着眼长远， 深耕细
作，同中非人民共同成长、
共创辉煌。 二是紧紧把握
创新的历史机遇， 相互借
鉴，创新合作方式，利用好
现代技术成果，发展朝阳产
业，在推进传统工业化升级
的同时推进智能化发展。三
是扛起应担的社会责任，尊
重当地文化风俗，重视培养
企业声誉，更加注重员工培
训和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
件，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资
源节约利用，为长远发展创
造良好条件。四是在经济合
作中做中非友好的连接纽
带， 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
里播下友好的种子， 项目
建在哪里就在哪里树起友
谊的丰碑。

习近平最后指出，13
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
斗，12亿多非洲人民也在
追求经济发展和民族复
兴， 中非有着共同的发展
诉求， 我们愿同非洲兄弟
并肩奋斗，共享发展成果，
共同走上让人民生活更加
美好的幸福之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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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实施产业促进行动。中国决
定在华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鼓
励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 支持非洲在
2030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 支持成立
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

实施设施联通行动。中国决
定和非洲联盟启动编制《中非基础设施
合作规划》，同非方一道实施一批非洲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项目，支持非洲单
一航空运输市场建设， 支持非洲国家更
好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新开发
银行、丝路基金等资源。

实施贸易便利行动。中国决
定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
品，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
中非电子商务合作。

实施绿色发展行动。中国决
定同非洲重点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海
洋合作、荒漠化防治、野生动物和植物保
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实施能力建设行动。中国决
定同非洲加强发展经验交流， 为非洲提
供人力资源培训， 支持设立旨在推动青
年创新创业合作的中非创新合作中心。

实施健康卫生行动。中国决
定优化升级50个医疗卫生援非项目，为
非洲培养更多专科医生， 继续派遣并优
化援非医疗队， 开展“光明行”、“爱心
行”、“微笑行”等医疗巡诊活动，实施面
向弱势群体的妇幼心连心工程。

实施人文交流行动。中国决
定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 支持非洲国家
加入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
等联盟，打造中非媒体合作网络，继续推
动中非互设文化中心， 支持非洲教育机
构申办孔子学院， 支持更多非洲国家成
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

实施和平安全行动。中国决
定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 支持中
非开展和平安全和维和维稳合作， 支持
非洲国家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设
立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八 大 行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