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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故事

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共同参与

中国援巴勒斯坦拉姆安拉道路延长项目开工
本报讯 中国援巴勒斯坦拉姆安拉

道路延长项目开工仪式日前在约旦河
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举行。

巴方出席嘉宾高度赞赏巴中两国
人民深厚友谊，由衷感谢中国帮助，愿
同中方推动项目早日竣工，造福巴民生
福祉。

巴勒斯坦地方管理部长哈贾维表
示，这个项目将改善拉姆安拉各区域间
以及与其他城市的交通，感谢中国政府
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支持。

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曾继
新在开工仪式致辞中说，该项目是落实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切实举措，是中方
为巴发展助力的生动体现。

曾继新表示，中方在第一期项目的
基础上，继续开展道路延长项目，希望
为改善当地交通和民生、促进巴方就业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巴勒斯坦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长巴萨
苏及拉姆安拉当地官员等出席开工仪式。

根据中国和巴勒斯坦国两国政府
2023年6月达成的换文规定，中方同意帮
助巴方实施拉姆安拉道路延长项目。该
项目由3条市政道路组成，总长度约2.776
公里，建设工期为12个月。 （黄泽民）

丝路话语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
■文/吴乐珺 包 晗 孙广勇 李 强

一列中欧班列缓缓驶出陕西西安国
际港站。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家具家电、
太阳能光伏产品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经哈萨克斯坦、阿塞
拜疆、格鲁吉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
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最终到达德国曼海
姆，全程1.1万多公里。这是“跨里海国际
运输路线”国际协会 15 家成员单位首次
在中国组织联合发车，是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生动缩影。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
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10
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
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 多个国家、30 多
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中国与各方携手，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共同绘就联结世
界、美美与共的壮阔画卷。

“友谊路”促进“大流通”

从位于中老边境的老挝磨丁站出发，
乘中老铁路列车向南约2小时，就能抵达
老挝旅游胜地万荣。

班雅开的民宿就在湄公河边，质朴的
传统木屋，窗外便是潺潺流水。“中老铁路
自 2021 年开通以后，万象、万荣、琅勃拉
邦等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大大缩短，现在
游客越来越多。”班雅说。

诺伊在万荣一处景点经营摊铺已10
多年。“这几年，游客数量一直在上升，我

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诺伊说。
今年前6个月，万荣接待了约60万名

国际游客，其中超过 10 万名来自中国。
今年6月，老挝政府决定将万荣升级为国
家级旅游区。

中老铁路人畅其行、货畅其流，带动
了沿线就业，促进了中国与老挝以及其他
东盟国家人员、货物往来，成为中老人民
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

开通近3年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
客列车5.6万列、发送旅客超过3800万人
次；跨境货物品类由初期的橡胶、化肥、百
货等10多种扩展至电子、光伏、通信、汽
车等2900多种，进出口货物突破1000万
吨，带动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磨
丁经济特区等经济园区发展，逐渐形成

“一条线”带动“一大片”的发展效应。“中
老铁路+中欧班列”、“澜湄快线+跨境电
商”、“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
国际运输模式不断创新。

“幸福草”结出“致富果”

距离斐济首都机场不远的公路旁，便
是雷瓦残疾人协会的办公地点。协会成
员有条不紊地将白色菌袋码入土坑中，用
树枝和大片椰树叶支起“围墙”，为菌袋起
到遮阴保湿的效果。

“种菇不用施肥、不打农药、不需要太
多劳力，很适合我们。”雷瓦残疾人协会主
席莉蒂娅说。每隔一段时间，莉蒂娅就会
将中国援斐济菌草技术示范中心赠送的
菌袋及有关原材料分发给协会成员。种
出的菌草平菇由协会统一收集，并统一售

卖给农贸市场和酒店。有了当地政府和
示范中心的支持，协会卖菇有了市场保
障，收益更是翻倍。

“现在我也是种菇‘专家’了！”莉蒂娅
开心地对中国菌草专家说，“感谢菌草技术
赋予我们的机会。我不仅能够挣钱养家，
还能带大家一起种菇，为社区作贡献。”

如今，菌草技术被推广至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
成”的“幸福草”，在世界各地开出“幸福
花”，结出“致富果”，为许多没有工作、没有
经济来源的农民带去希望，为农村和偏远
地区提供了新的食品和营养来源。莱索托
民众专门创作了一首歌颂菌草的民歌：“有
人说，她是野草；有人说，她是生命；她，是
食物，也是药物；她，是希望之物……”

以菌草为代表的“小而美”项目，是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真实写照。从传
授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助力多国提高粮食
安全水平，到修建数千口“幸福井”让数百
万人吃上“放心水”……一大批标志性项
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帮
助许多国家铺就可持续发展之路。

“技术课”架设“民心桥”

“这是我第一辆汽车的气缸盖。”在由
祖父的旧车库改造而成的直播间内，哈萨
克斯坦青年阿纳瑟尔·梅拉舍夫向观众展
示手中的部件。

梅拉舍夫是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的
负责人。2023年12月9日，哈萨克斯坦迎
来第一家鲁班工坊的试运行，由天津职业
大学与东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共同承

建。不到一年时间，工坊已经成了中哈教
育合作的典范。

“这里在拆卸和组装电动汽车用的电
动机，这是在研究蓄电池装置，这边在调
整车轮定位装置……”对于工坊的各个点
位和设备，梅拉舍夫如数家珍。工坊配备
了先进的教学设备和信息化教学资源，为
当地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先进汽车技术的
机会，也为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业提供了
重要的人才支持。

在智能网联汽车实训区内，学生们通
过电脑控制小车行驶，学习现代化智能交
通管理和车载智能网联技术。法蒂玛·巴
吉尔加诺娃对智能驾驶兴趣浓厚，积极研
究驾驶辅助系统。“在鲁班工坊学到了很
多实用技能，为我毕业后去中国深造打下
了基础。”巴吉尔加诺娃说。

“鲁班工坊项目正在改变当地年轻人
的命运。”东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校长绍
列·拉赫梅图莉娜表示。今年7月，来自
东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的15名教师来到
天津，参加为期两周的第二期哈萨克斯坦
鲁班工坊师资培训班。

目前，20 多个国家的 30 多家鲁班工
坊开设了50多个专业，从人工智能、电动
汽车等先进制造技术专业，到中医药、中
餐烹饪等职业教育，尽可能满足当地对技
能的不同需求。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精彩纷呈的文
化年、艺术节、博览会、展览会，独具特色
的鲁班工坊、“丝路一家亲”、“光明行”等
人文交流项目，不断深化的民间组织、智
库、媒体、青年交流，奏响了新时代的丝路
乐章。

塞浦路斯地处欧亚非三大
洲枢纽位置。中国与塞浦路斯
虽相距遥远，但理念相通、利益
相融、相交相好。2021年，中塞
在建交 50 周年之际正式宣布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
系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两国始
终高度重视发展双边关系，树
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不同
文明相互借鉴的典范。

中国和塞浦路斯相互信
赖。两国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塞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在塞浦路
斯问题上持续发挥建设性作
用。塞浦路斯是中国在欧盟内
的重要伙伴，为促进中欧关系
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塞
在国际事务中立场相近，都主
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双方在多边场合保持
密切沟通协调，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
界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两国高层保
持良好互动，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往来
密切。

中国和塞浦路斯互利互惠。2019年，
中塞两国签署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谅解备忘录，推动双方务实合作走上快
车道。2023 年，双边贸易额接近 10 亿美
元。塞浦路斯果汁、奶酪、葡萄酒等优质
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千家万户。中国企业
助力塞浦路斯移动网络提速，积极参与电
站、船舶等建设。近日，中塞两国民航局
签署关于双边航权安排的谅解备忘录并
草签中塞航空运输协定，两国间合作纽带
进一步拉紧。塞浦路斯政府以数字和绿
色转型为重点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这与中
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中塞务
实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光明。

中国和塞浦路斯互学互鉴。两国均
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古老文明间的
相似、相知、相亲，是中塞战略伙伴关系的
底色。塞浦路斯各界积极响应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两国人文交流亮
点纷呈。中塞青年论坛、尼科西亚图书节
中国主宾国活动等颇具影响力。去年成
立的中塞友城联盟开辟了两国友城间一
对多、多对多交往新模式。塞浦路斯大学
孔子学院成立10年来，不断推动当地中文
教育、促进中塞文化交流。今年5月，塞浦
路斯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正式启动。中国
社会科学院—塞浦路斯欧洲大学中国研
究中心挂牌成立，中国闽江学院与塞浦路
斯欧洲大学创立的闽江学院国际数字经
济学院运行顺利。近日，中国政府决定对
塞浦路斯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将进一步加
强双方人员往来，增进相互了解。

展望未来，中方愿同塞方携手努力，
弘扬传统友好，扩大务实合作，加强人文
交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塞
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上接1版）
利用这些数据，该中心为中小型生猪

养殖场提供智能化养殖方案，经测算，上述
方案在生产实际中，可节约人工成本50%、
饲料成本 8%、饮用水成本 20%，养殖综合
收益可提升10%至15%。

如今，刘钢通过手机就能监测到猪的
饲养情况，如果车间温度、猪只体温、饲料
消耗量等数据正常，人基本上不需要进入
猪场。

在荣昌，数字化已贯穿荣昌猪从生产、
监管到消费、服务的各个环节。在生产环
节，利用 PigGPT（全国乡村振兴·生猪数
字服务站）生猪AI大模型，实现数字化育
种管理、智能监控管理、精准饲喂管理、生
物安全管理；在消费环节，运用电商交易、
区块链溯源等方式实现生猪消费数字化。

以荣昌猪为依托，荣昌区扩链强链，重
点打造以畜禽屠宰、生物医药、饲料加工、
畜牧装备等为基础的农牧高新技术产业格
局，建成中国（荣昌）畜牧产品交易市场、全
国最大饲料兽药集散市场，拥有畜牧类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规上工业企业 37
家，畜牧消费产品远销40余个国家和地区。

没想到中药玩出新花样

“难道这就是传说的还少丹，它真能让
人变年轻吗？”、“这个冬虫夏草居然是人工

培育的，功效如何？”、“居然有藿香味可乐，
我非尝一口不可！”

太极集团产品展台陈列的太极藿香正
气口服液、太极急支糖浆、太极通天口服
液、太极丹参口服液、藿香味小可乐、大健
康产品系列等产品琳琅满目、种类丰富，引
发媒体关注。

一块大屏幕上，通过国药太极科研
创新平台农业全产业链种植基地追溯系
统，可以实时掌握科研、生产、中药材种
植、太极医药研究院、西南药业研究所的
运行情况。

口服液体制剂数字化车间，拥有12条
全自动高速灌装生产线、15条全自动高速
包装生产线，具备日产700万支的口服液
生产能力。定制完成的智能化生产线数控
率高达95%，减少了2/3员工，产能提高了
2倍，制造成本大幅下降，产品质量稳定性
大幅提高。

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太极集团还与重
庆市中药研究院合作，攻克冬虫夏草的虫
种繁育技术壁垒，推动冬虫夏草人工培育
产业化发展；推出藿香味冰淇淋小雪糕和
藿香味小可乐，吸引年轻消费群体，强化对
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现代化尝试。

数字化带来“惊喜”连连

除了这些“没想到”，采访团在各个区

县点位，还与数字化带来的种种“惊喜”不
期而遇——

位于合川的重庆梅香园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火锅底料从辣椒的验收、采
摘和种植开始，都有全流程的监控和数据
的记录；

涪陵页岩气公司，按照“数据＋平
台＋应用”模式，打造“智慧页岩气田”，实
现井站无人值守、区域集中监控、电子智
能巡检；

永川科技片场，打造目前国内单体规
模最大、全流程使用虚拟拍摄技术的数字
科技影棚，推动重庆影视行业从“拍重庆”
向“重庆拍”转变；

大足石刻数字展示中心，创新推出8K
数字球幕《大足石刻》，通过包围感、临场
感、环绕感极强的球幕空间，令观众仿佛置
身于洞窟，目前已入选“全国智慧旅游沉浸
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名单……

重庆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重庆梳理打造产业链数据、产业链分
析等数据资源专题库和“33618”行业数据
库企业库，赋能生猪、脆李、服装等行业产
业大脑上线运行，并梯次培育“数字化车
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建成1096个数
字化车间、183 个智能工厂。数字赋能千
行百业，从制造到智造，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在巴渝大地遍地开花。

（佘振芳）

中缅油气管道已累计向国内输送油气破亿吨
本报讯 据昆明海关消息，截至今年

8 月，中缅油气管道已累计向国内输送
石油原油和天然气超一亿吨。

2013年和2017年，中缅天然气管道
和中缅原油管道先后开通运行。中缅
天然气管道与中缅原油管道双线并行，
西起印度洋东岸，横贯缅甸，由云南瑞
丽入境，连接国内油气管网，辐射云南、
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等多个省份，为
我国油气进口多元化格局提供了西南

新路径，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
到促进作用，也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
油气工业发展的互联互通。

中缅油气管道开通以来，昆明海关
持续推动智慧海关建设，依托海关总署
油气检测区域性中心实验室（瑞丽），精
准收集原油、天然气品种质量信息，了
解各项指标参数，严格把控进口管输能
源质量安全。

（赵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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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冬书 伍 岳

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水
污染控制实验室主任魏源送办公室的抽
屉中，珍藏着一封特别的感谢信：牛皮纸
信封上印有辗转多地的邮戳，密密麻麻的
斯里兰卡僧伽罗语字母后，附有全体村民
的亲笔签名和手印。信中写道：“尼迪亚
村民衷心感谢魏源送教授的帮助，我们终
于喝上了放心可口的饮用水……”

魏源送与斯里兰卡的结缘要从2013
年8月说起。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斯
里兰卡的求助邮件。发件人韦勒戈德博
士曾参加过中国科学院“水与卫生”援外
培训班，他询问是否能基于课上讲授的水
处理技术进行合作，以解决与斯里兰卡饮
用水相关的慢性肾病问题。

当时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斯里

兰卡慢性肾病患者高达 4 万余人。世界
卫生组织初步研究表明，该病与当地百姓
饮用的地下水水质高度相关。

这一重大民生问题从此闯入了中国
科学家的视野。2014年8月，魏源送第一
次踏上了斯里兰卡的土地，开始了“摸爬
滚打”的调研历程：他和韦勒戈德一起租
车、找路，每天颠簸数小时到达病区考察；
挨家挨户走访、召集村民询问病情，很多
时候还遭到冷遇，一天下来甚至喝不上一
杯水；想要实地采样却被不明就里的村民
阻拦，费尽口舌却只落得满身蚊子包……

经过前期调研和中斯双方沟通协调，
2015年3月，中科院与斯里兰卡城市发展
与供排水部（注：现为供排水部）签署了合
作备忘录，正式决定开展慢性肾病追因与
饮用水安全保障研究合作。此后，魏源送
频繁往返于两国，与更多中国科学家们一

道，在斯开展了一系列真诚、扎实的研究
合作。

“我们的主要合作方斯里兰卡供排水
部换了9任常务秘书，每换一位常秘我就
来一次。如今，我们不仅得到了各级官员
的肯定，也在民间收获了很多情谊。”魏源
送说。

“当地百姓现在最信任的就是中国科
学家，很多人一见到他们就会鞠躬道谢。
还有许多患肾病的村民说，因为中国科学
家的帮助，自己已经好几年不用再去医院
了。”中斯水中心培养的博士生蒂图斯·库
雷说。

今年7月，在中斯水中心科研综合大
楼里，第九届中斯联合研讨会召开。今年
研讨会的讨论内容从水科技合作扩大至
气候变化、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参与人员也从中斯两国科学家扩展到包

括美国、加拿大、马尔代夫等近十个国家
的专家学者。

魏源送在接受采访时不禁感慨，在
11 年时间里，在中国科学家们的真诚努
力下，一封邮件化作一个个具象的合
作，给斯里兰卡民众带来了切实的健康
福祉。

“这是我第31次来到斯里兰卡，我们
已经打好了从0到1的基础，今后的合作
一定会从 1 到无穷。中国已经实现了由
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
变，我们希望用科技合作为斯里兰卡人民
带来更多福祉，让这一项目成为‘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的典范。”魏源送说。

让当地百姓喝上“放心水”
——中国科学家的31次斯里兰卡之行

学生正在中国援建的饮用水装置学生正在中国援建的饮用水装置
前排队打水前排队打水。。 加扬加扬··萨米拉萨米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