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6月18日电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同塞尔
维亚总统尼科利奇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
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达成广泛共识。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将中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
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全天
候的朋友和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塞传统友
谊深厚。两国关系历经时间和历史考验，
历久弥新。中塞关系之所以发展动力强
劲、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源于两国人民

世代友好和深厚情谊，源于两国在重大问
题上相互理解和彼此支持，源于两国在发
展道路上互学互鉴和互帮互助。当前，两
国传统友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塞
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愿
望，顺应各自国家发展振兴需求。我们愿
同塞方共同努力，继续加强政治互信，深
化互利合作，增进人民相互了解，不断拓
宽双方合作平台。

尼科利奇表示，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
人民怀有真挚的友情。塞中双方保持着高
度互信，在广泛领域开展了互利合作，在

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近。塞尔维亚人民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对正义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日益扩大感到高兴。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
将促进塞中关系全面发展，深化双方全方
位合作。

两国元首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一致决
定建立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让中塞传
统友谊不断焕发新活力，让两国人民在全
方位合作中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推动政府、立
法机构、政党、军队、地方交流。继续在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
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密
切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协调配合。

双方同意聚焦重点合作领域，拓展重
大合作项目，把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作为两
国务实合作的优先方向，把产能合作作为
两国务实合作的重点领域，把农业合作作
为两国务实合作新的亮点。推动务实合作
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实
现合作质量和效益双丰收。(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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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
鲁企建设山东管理

为第一个由省级政府管理运作的中国文化中心项目

□记者 吴荣欣 高 翔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8日讯 当地时间6

月17日下午，中国文化中心奠基仪式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据
悉，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建成
后，将委托山东省政府管理运作。这
是第一个由地方省级政府管理、运作
的中国文化中心项目。

贝尔格莱德文化中心由山东高速
集团投资建设，将建在中国驻南联盟
被炸使馆旧址之上。建成后将成为西
巴尔干地区首家中国文化中心。中国
文化中心外的道路命名为“孔子大
街”、广场命名为“中塞友谊广场”。

2014年12月，中塞双方签署协议互

设文化中心，使之成为两国文化交流
的窗口和平台。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
中心占地面积约10亩，项目总投资约
5500万欧元，设计建筑面积3 . 4万平方
米，地上8层，地下3层，主要包含中
国文化中心、使馆公寓区、商务接待
区及商务办公区四个功能区。建设工
期一年零八个月。大厦建筑外立面体
现了中国山水画理念，是从10家设计
单位方案中选定的（效果图见上图）。

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孙亮表示，将采用高科技环保手段，
以一流的质量和管理，将文化中心建
成贝尔格莱德的标志性建筑。

在塞尔维亚，山东高速集团正在

建设E763高速公路项目，是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首个付诸实施的
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项目，也是中资企
业在塞尔维亚修建的首个高速公路项
目。项目总里程50 . 2公里、合同金额
3 . 34亿美元，于2014年6月开工，预计
2017年年底完工。

近年来，伴随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山东高速集团海外业务
版图迅速扩张，经营领域相继涉及海
外106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开展了350多
个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市
政、房建等项目，投资额近700亿元人
民币，成为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走出去
的龙头企业。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王学文

为什么喜爱这座城市？深圳人会说出
很多细节和理由：蓝天，白云，绿树，绿
地，不修高架，不太堵车，适合步行，
PM2 . 5年均浓度仅有29 . 8……

经济发展只是过程和手段，最终还是
让人们能够宜居乐业。以人为本推进城市
建设，城市因尊重人而受人尊重。

规划是最大的效益

站在深圳填海而来的前海，我们为这
里的大手笔规划瞠目：地下共分五层，一、
二层是商业设施；地下三、四层是城际轨道
交通，从这里仅用半小时就可直达香港和
惠州、东莞等周边城市；地下五层是停车
场。这里将建成亚洲最大的地下交通枢纽。

前海人一再跟我们强调，“高大上”并
不是前海城建的亮点，以人为中心才是他

们最看重的。未来前海各个楼宇地下空间
全部打通，共享停车场；地下一层规划建设
39个公交站，上班族坐电梯下去就能上公
交；哪怕身处地下四层，也能看见天空。

前海很代表深圳的城市规划精神：以
人为本。深圳文化企业“元空间”艺术总
监席小青在深圳生活十几年，吸引她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绿”。她说：“从我家出来，无
论往哪个方向走，5分钟就能到社区绿道，
15分钟就能到达城市绿地。”深圳近2000平
方公里土地，一半被绿色覆盖。

深圳背山面海，东西狭长，以浅丘为
主。根据这个特点，深圳早在1980年代就
确定“带状组团结构、网状道路骨架”的
城市规划思路。

“带状组团”，对“种绿”作出硬性规定：
各组团之间预留400—800米绿化隔离带，
城市主次干道一律预留10—50米绿化带，
这搭建起深圳城市绿化的基本框架。

近几年，深圳抓住珠三角绿道建设契
机，以两条省立绿道为骨架，以城市绿道
和社区绿道为脉络，构建2400公里的深圳
绿道网络。

行走在深圳街头，建筑的整体风格、
空间意象、形态尺度等，都体现出规划的

匠心。在大鹏形状的深圳市民中心两侧，
无论是东边的安联大厦、中国凤凰大厦，
还是西边的建设银行、中国太平等高楼，
基本一样高，被人们戏称为市民中心的
“御林军”。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建筑师郭晨告诉我们，非仅这一带，
深圳城市规划对天际线都作出规定，既有
高楼大厦林立，又有优美的天际线。

走在深圳的高楼大厦间，不会像有的
城市那样感到不规则建筑的挤压，这里公
共空间疏朗而条理。郭晨说，深圳城市规
划对“切线率”作出硬规定：无论高楼如
何设计，必须按要求保证高楼立面有一定
比例切在尺寸线上。

“网状道路骨架”规划，则让深圳交
通保持通畅。5月24日，我们从深圳机场
赶向位于滨河大道的酒店。驶出高速，汽
车便穿行在绿树婆娑的滨河大道上，没有
一个红绿灯，时速接近80公里/小时，37
公里只用时40分钟。像这样的快速路，深
圳已近400公里。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规划设计处主
任科员李大洲说，无红绿灯的快速路成为
深圳网状交通的建设重点。目前，深圳
“七横十三纵”的干线网基本成型，形成

了一个个“田字形”的路网结构，到哪里
都很顺，不需要兜圈。

在深圳，我们没有发现一座高架桥，
这在一线城市中是很少见的。中国（深
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说，深圳的城市规划中就没有高架桥。这
是因为，高架桥有利于汽车通行，对行人
和公共交通却造成不便，同时它的噪音还
扰民；解决拥堵要靠网络交通，一两个高
架桥起不了什么作用。据了解，欧美高品
质的城市多数不修高架桥，首尔还主动拆
除了高架桥。

我们也注意到，深圳的规划建设也有
些遗憾。如地铁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步
伐，现在运营的地铁线只有五条，仅178
公里运营线，落后于京沪广，最近5年时
间，没有新开通一条。去年底光明新区发
生特别重大滑坡事故，也暴露出城市快速
发展中管理的短板和软肋。

以人为本贵在细节

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
建了多少楼、修了多少路，更应该把视角
聚焦到街头巷尾。 (下转第二版)

城建：让城市尊重人
——— 来自开放前沿的报道·深圳篇③

我国最先进海洋综合科考船

“向阳红０１”青岛入列
将承担全球各大洋全水深科考任务

据新华社青岛６月１８日电 我国最先进的全球级海洋综合科考船
“向阳红０１”１８日在青岛交付给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使用，同
时列入国家海洋调查船队，将承担全球各大洋全水深的科考任务。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李铁刚介绍，“向阳红０１”是一
艘无限航区科考船，满载排水量４９８０吨，船长９９．８米，宽１７．８米，续
航力１．５万海里，电力推进，具备动力定位能力，集多学科、多功
能、多技术手段为一体，能够满足深海大洋多学科交叉研究需求，是
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的海上移动实验室和试验平台。

据介绍，“向阳红０１”的船载调查设备分为水体探测系统、大气
探测系统、海底探测系统、深海探测系统和遥感信息现场印证系统，
涉及地球物理、物理海洋、海洋遥感、海洋声学、海洋大气、海气观
测、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学等学科，具备大气、海面、水体及海底立体
综合海洋探测能力，探测深度达到１００００米，能满足全球海洋环境和
资源科学调查需求。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表示，“向阳红01”船的交付入列，将
与已经交付使用以及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陆续建设完成的多艘海洋考
察船一起，构成新时期我国海洋调查船队的核心力量。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乔方利介绍，“向阳红０１”
船首个航次将在印度洋开展海洋环境相关的综合科学考察。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廉卫东

□记者 王 川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农业机械管理局获悉，截至１７日，山东

小麦机收基本结束，全省收获小麦５６８１万亩、机收率９８．５％，机收
水平较去年提高０．２个百分点。

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山东累计上阵各类机具３００多万台套，
其中小麦联合收获机２０．３万台、玉米播种机２２万台，实现收获小麦
５６８１万亩、机收率９８．５％，播种玉米４０５２万亩、机播率９６．９％，小
麦机收、玉米机播水平较去年分别提高０．２、０．１个百分点。

据省农业机械管理局相关人士介绍，山东还依托６３００多家农机
合作社，推行订单作业、承包作业、“一条龙”作业等机收机播社
会化服务模式，缩短作业时间，加快玉米机播进度，实现了收播同
步、压茬进行。自６月２日开机收获，机收机播进展平稳，１６天时间
就基本收割完毕，最高日收获小麦逾８００万亩。

我省小麦机收基本结束
◆收获小麦５６８１万亩，机收率９８．５％

◆最高日收获小麦逾８００万亩

光伏扶贫看山东：

带来“阳光财富”
光伏发电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不仅搭好了扶贫平台，也让百姓

乐享清洁电能……

6 大众能源

“四风”问题隐形变异

吃喝躲进家庭餐厅
红包“电子化”、礼品“网络化”，

“四风”问题披上隐身衣……

3 今日关注

3 今日关注

5月全国60个城市

房价环比上涨
总体涨势放缓，一二三线城市

环比涨幅均比上月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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