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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博鳌思考
——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主题、议题解析

博鳌留客村，流马古渡口，蔡家大宅前，宽阔的万泉河
潺潺流过，木棉的棉桃悄然绽放，雪白硕大的棉朵蕴满了乡
村质朴灿然的风光。

经过美丽乡村建设的打造，留客美景清新呈现。“老宅
还是一如往昔的老宅，家乡还是儿时一般的家乡，但似乎泉
水更清了，夕阳更红了，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政要来村里开
个茶叙会，我们也能接待了。”说起留客村美丽乡村建设，
它所在的博鳌镇莫村村党支部书记钟可灿脸上写着“满意”
二字。

莫村沿河而建，村民沿河而居，长达 4.8公里的岸线就
是他们祖居之所。然而，美景以前并不值钱，很多人冒险

“下南洋”讨生活。“论坛设立之前大乐大桥还没建，村民进
出村子都得坐船，现在小汽车能开到家门口，回乡探亲的亲
朋都夸村子美了。”钟可灿说。

60 多岁的博鳌镇朝烈村村民莫泽海清晰地记得，“以
前华侨亲戚回国探亲，都是全村轰动，因为他们会给大家带
回生活补助和很多新鲜稀奇的物品。自从博鳌亚洲论坛落
户后，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他们回来反倒羡慕我们的
生活了。”

在博鳌，更多的时候老百姓都将博鳌亚洲论坛简称为
“亚论”，听起来格外亲切，好像说起的就是自家的亲朋、邻
居。

“‘亚论’带给博鳌的东西那就多了，交通畅通了；论坛
和会议很多，务工机会多了；法律意识、文明程度也提高了
很多。”钟可灿说，乡村旅游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
门口就能赚钱致富。

镇上五星级酒店从无到有，星级酒店 10 余家；新建道
路、高铁、机场,小镇拥有立体交通体系。质朴的“渔家小
镇”，变成举世闻名的外交小镇、田园小镇。

在立体交通的支撑下，散落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周
围的留客村、沙美村、南强村⋯⋯一个个长成乡村旅游“新
星”。

田园还是那方田园，屋舍也是传统的民居，但无论是门
前屋后的布置，还是厅堂卧室里的摆设，现代化与田园风均
完美结合。

沙美村村民邓美芳将自家房屋改成民宿“望海居”，青
砖黑瓦的屋舍并不高大宽敞，小院儿也很紧凑，但她精心布
置了两盆莲花，白墙上挂着渔船船舵，厅堂的神龛里“供
奉”着一方鱼篓。

“民宿的设计和装潢保留了我家的渔民风格，房屋面朝
内海，我自己都常常坐在院里吹风，晚上沿着内海边散步，
觉得好幸福。”邓美芳开心地说，她的民宿节假日常常供不
应求，家庭多了一份稳定收入，这一切都是政府美丽乡村建
设带来的变化。

据博鳌镇党委书记吕先亮介绍，自 2017 年以来，为保
持和展现小镇田园风光特色，博鳌镇大力打造美丽乡村集
群，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2021 年，博鳌镇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 19505 元，博鳌镇和美雅村、沙美村、留客村
还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海南省文明村镇”等荣誉称
号。

“是‘亚论’成就了博鳌，现在我们是田园小镇、外交小
镇，谁都想来博鳌当博鳌人。”博鳌镇东屿村党支部书记莫
泽英自豪地说。

小镇里的村庄纷纷敞开双臂，欢迎八方游客及参会政
要，分享他们的田园美景，成为论坛开展“田园外交”的得
力助手。

据琼海市委宣传部统计，近年来，博鳌镇利用美丽乡村
资源开展“美丽乡村会客厅”系列外事引资活动，以茶叙、
座谈、田园漫步等形式举办了 100 余场外事和“一对一”精
准招商服务，奏响“博鳌田园外交”交响曲。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
吕先亮说，博鳌今后将继续结合论坛服务、乡村振兴等工
作，进一步提升镇区的品位和内涵，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以更美“田园风”走出更靓“国际范”。

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
（新华社海口 4 月 18 日电）

田园依旧 桑梓气象新
——博鳌小镇以“田园风”走出“国际范”

以“疫情与世界：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为主题的博
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定于 4月 20日至 22日在海南省博鳌镇
举行。本届论坛年会将围绕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疫后世界经济
复苏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凝聚共识，贡献智
慧，力图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谋划未来发展方式与方向。

眼下，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本届论坛年会既探寻弥合分歧的良方，也将为世界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全球治理蓝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介绍说，为筹备好年会，论坛征
求了发起国、理事、咨委、会员、合作伙伴、学界、媒体等有关各方
的意见与建议，“团结”“信任”“合作”“发展”成为有关各方的共同
期盼。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行30多场分论坛和活动，议题讨论集
中在六个方面，呼应了有关各方的关切和诉求。

第一是疫情防治。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起伏反复，疫苗分配
不均、病毒不断变异等因素，极大阻碍了疫情防控的步伐。本届
论坛年会将进一步总结全球抗疫经验，探讨如何缩小“免疫鸿
沟”。

第二是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总体上保持复苏势头，但各经济
体复苏很不均衡。作为一个以经济议题为主的论坛，本届论坛年
会将一如既往地探讨全球经济走势以及产业链、通货膨胀等一系
列相关问题。

第三是绿色复苏与可持续发展。经历了世纪疫情，各个国家
和地区普遍更加重视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经济结
构绿色低碳转型。本届论坛年会将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更多聚
焦于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和方法，探讨如何促进各国和世界的包容
性发展。

第四是数字经济。当前，数字经济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为
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新机遇。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加强数字
经济政策协调，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时维护公平竞争，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都将成为本届论坛年会重点讨论的问题。

第五是在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方面，本届论坛年会将一如既
往地发出支持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呼声，积极促进全球治理，
推动合作发展、包容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第六是亚洲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的新发展。今年初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本届论坛年会将进一步
探讨如何用好RCEP带来的机遇，如何继续深化亚太区域合作。

发展是后疫情时代的关键词。为此，需要以果敢和坚毅共同
面对、努力破解人类社会难题；需要支持彼此抗疫努力，加强检
测、治疗以及疫苗合作，早日战胜疫情；需要恢复经济增长，促进
就业与培训；需要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感，拥抱绿色产业革
命机遇，加大绿色技术投入，形成碳定价国际协调机制；需要加强
数字治理，促进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与跨境合作；需要抓住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的机遇，推动亚洲经济融合与
大市场建设，强化产业链韧性与协作，通过区域一体化驱动新一
轮经济全球化。

新华社记者 周正平 陈凯姿
（新华社海口4月18日电）

4 月 18 日，工作人员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工作。

这是 4 月 9 日拍摄的博鳌镇南强村。

这是 4 月 8 日拍摄的博鳌镇留客村。

这是 4 月 8 日拍摄的博鳌镇留客村内的蔡家老宅。

4月18日，工作人员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注册中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