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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论坛在广西南宁闭幕
本报讯 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主办的“一带一路”民心
相通论坛日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闭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
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丁仲礼
出席论坛并强调，希望广大中国留学人
员将弘扬留学报国光荣传统与丝路精神
有机结合，努力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践行者、推动科技创新的贡献者、促进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欧美同学
会将进一步发挥留学报国人才库、建言
献策智囊团、民间外交生力军作用，在推
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中发挥更大作用。

论坛以“民心相通助力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
和3个平行论坛。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地
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政商学界代表等
150余人参加。 （李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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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丹

2021年12月3日，中老两国互利合作
的旗舰项目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通车。习近平
主席同老挝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并共同
见证通车，强调“把铁路维护好、运营好，
把沿线开发好、建设好，打造黄金线路”。
抢抓中老铁路开通机遇，2022年2月16日，
云南省委、省政府印发《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维护好运营好中老
铁路开发好建设好中老铁路沿线三年行
动计划》，为中老铁路沿线开发谋划“作战
图”，明确3年（2022—2024年）目标。

3年来，以行动计划为总纲，云南每年
制定年度工作要点，明确年度重点任务；
每年动态调整项目库，强化项目支撑；每
年安排省预算内资金 5 亿元支持项目建
设；每年安排不超过5亿元的专项扶持资
金支持中老铁路货运高质量发展……一
锤接着一锤敲，全力做好沿线开发建设，
打造运行安全之路、开放发展之路、合作
共赢之路。

今年底，中老铁路将迎来3年“大考”。
3年来，综合开发持续发力，发展速度远超
预期，“黄金线路”作用日益显现，中老经济
带繁荣图景细致勾勒。“大动脉”正以蓬勃
发展、活力满满的姿态决胜3周年倒计时。

通道畅行物流辐射

这条北起云南省昆明市，向南至老挝
首都万象，畅享“丝滑”的铁路，开启了云
南“人享其行、货畅其流”的通道新格局。

在中老铁路三年行动计划中，实施通
道能力提升是首要和基础行动。统计数

据显示，中老铁路开通以来，累计发送旅
客超4000万人次，货物超4500万吨；单日
旅客发送量由 2 万人次增至最高 10 万人
次；单日跨境货物列车从日均2列增至20
列；出入境人员来源地从最初的20多个国
家和地区增加到100个国家和地区；货物
品类从10多种增至2900余种。大通道能
力持续释放，已远超目标任务。

这组数据，是云南持续推进内引外联
的成效。目前，中老铁路客货运输服务网
已对外辐射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
家与国内31个省（区、市）主要城市；成功
开行“澜湄蓉渝欧快线”“沪滇·澜湄线”

“中欧+澜湄线”“湘滇·澜湄线”“云贵·澜
湄线”“粤滇·澜湄线”“京滇·澜湄线”等系
列国际班列，积极打造“澜湄快线+”国际
货运班列品牌。

从缩影到全景，翻开中老铁路的通道
地图，物流枢纽建设如火如荼，日前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新一批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名单，云南昆明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红河（河口）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
纽入选，至此，云南省国家物流枢纽增至6
个。一批物流园建设提速，昆明国际陆港
加快推进，安宁片区中老合作物流园安宁
桃花村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全面启动，共同
勾勒中老铁路物流产业轮廓。一批经营
主体引培取得突破，国家A级以上物流企
业达147家，其中5A级企业11家、4A级企
业40家。从通道到物流，“大动脉”持续释
放活力。

多轮驱动产业勃发

思茅产业园区云南金客隆咖啡产业
有限公司的加工生产线上，经过烘焙、研

磨、冷萃提取、冻干的咖啡产品正有序进
行分级包装，并通过中老铁路销往全国各
地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金客隆落地普
洱，一方面是看中了普洱咖啡原产地的原
料优势，另一方面，这里是中老铁路沿线
地区，为原料进口、产品出口提供了便利，
大量的投资机会和技术合作机遇纷纷涌
入，促进了区域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公
司副总经理石华忠介绍。

大通道带动大物流、大物流带动大贸
易、大贸易带动大产业、大产业带动大发
展。蓬勃发展的沿线产业，是三年行动计
划的重点。紧抓中老铁路开通机遇，推动
外向型产业布局，云南出台了《中老铁路
沿线产业布局指引》，推动中老铁路沿线
形成错位协同、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
局，有力提升云南在国际国内产业分工中
的嵌入度、贡献度和价值链地位，“黄金线
路”效应逐步凸显。

围绕中老铁路沿线产业发展重点，普
洱市持续推进特色生物、清洁能源、现代
林产、休闲度假4大基地建设，加快构建绿
色食品、水风光热储清洁能源、林板家居
和林浆纸、新材料及先进制造、生物医药
等5大产业集群。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普洱
茶、咖啡、云茯苓、白芨、牛油果主产区，普
洱茶有机认证面积、企业、证书数量均位
居全国第一，普洱咖啡精深加工率由8%提
升至 20.3%，生物医药综合产值年均增长
30.1%，绿色发展的动能更加充沛，活力更
加彰显。

南向开放挑起大梁

被称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旗舰园
区”的老挝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开发建设昼

夜不停，实现中老泰互联互通、开辟陆海
联运国际物流通道的核心点万象南换装
场货物换装轰鸣不断，这是万象新城的脉
动，更是中老经济深度嵌入合作的心跳。

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
性工程，中老铁路是实现共建国家互利共
赢、开辟世界经济发展新空间的重要载
体。3 年来，驰骋在中国昆明至老挝万象
间的“复兴号”“澜沧号”列车，为中老命运
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生动实践，中老经济走
廊建设有了更为具象的抓手。新型区域
合作在中老铁路的牵引下，迸发新活力。

通道潜力深度释放。2023 年 4 月 13
日开行中老跨境旅客列车，2024年4月13
日开行西双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跨境旅
客列车，实现昆明至万象朝发夕至、西双
版纳至琅勃拉邦当日往返，吸引来自全球
101个国家和地区29.7万人次旅客跨境旅
行。“星光·澜湄号”中老跨境旅游专列首
发试运行，提升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品质。

产能合作迈上新台阶。万象赛色塔
综合开发区已成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的先行示范区，是老挝19个经济特区中唯
一一个执行最优惠政策的开发区，逐步构
建了电子产品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
产业，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美国、马来
西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54家企业入驻，
年产值超过20亿美元。万象、纳堆、会晒
等中老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区项目前期
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站在冲刺关键时期，云南正以中老铁
路为抓手，挑起南向开放的大梁，积极推
动中老双方从更高站位、更大视角、更广
领域、更深层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努
力将滇老合作打造成为中老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典范。

阿尔巴尼亚地处巴尔
干半岛西部，被称为“山鹰
之国”，这里风景秀美、气候
宜人、民风淳朴。1949年11
月23日，阿尔巴尼亚正式同
中国建立外交关系。75年
来，中阿关系历经时代变迁
和国际风云变幻，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为两国和两国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传统友谊是中阿关系
的源头活水，在新时期赓续
传统友好是两国共同的历史
使命。相似的历史际遇使中
阿两国人民有天然的亲近
感。时至今日，阿尔巴尼亚
—中国友好协会的老同志们
仍时常动情忆及当年同中国
朋友交往点滴，阿尔巴尼亚
首都地拉那街头经常能听到

“你好，同志”的中文问候。
近年来，两国关系取得新的
发展，政治互信牢固，各领域
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阿友
好更加深入人心。

务实合作是中阿关系的不竭动力，
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是两国共
同的努力方向。中阿利益契合点多，经
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近年来，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的引领下，中阿务实合作取得
丰硕成果。2023年，中国跃升为阿尔巴
尼亚第二大贸易伙伴，阿尔巴尼亚蜂
蜜、乳制品输华准入程序顺利完成，农
产品对华出口持续扩大。今年 1 至 9
月，中阿贸易额达8.39亿美元。中阿双
方将进一步挖掘各领域合作潜力，为两
国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

人文交流是中阿关系的强力纽带，
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推动文明互鉴是
两国共同的精神追求。中阿文化交流
由来已久，《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
等阿尔巴尼亚经典电影曾在中国风靡
一时，大熊猫、中国功夫等广受阿民众
喜爱。今年9月，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
使馆同阿尔巴尼亚经济、文化和创新部
合作举办“2024中国文化周”，其间举行
的“纪念中阿建交75周年联合画展”“中
国电影周”“中国美食节”等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吸引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和
外国游客参与体验。自2013年成立以
来，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已累计招收近
5000名阿尔巴尼亚学生，越来越多的当
地年轻人通过学习中文走近中国、感知
中国。2023 年中阿双方签署互免签证
协定和旅游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人员
往来更加便利、频繁。

中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将为中
阿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带来新机遇、注入
新动力。站在建交75周年的新起点上，
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各层级交往，赓续传
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拓展人文交流，
不断打造中阿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报讯 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援建的萨尔瓦多拉利伯塔德新码头项
目日前投入运营。

萨旅游部长莫雷纳·巴尔德斯、外交
部副部长阿德里安娜·米拉和中国驻萨尔
瓦多大使张艳辉等在拉利伯塔德省出席
了新码头启动仪式。

巴尔德斯在致辞中感谢中方帮助并

表示，新码头不仅将成为萨民众和国际游
客新的旅游目的地，还为当地民众带来工
作机会，助力他们实现梦想。

据介绍，拉利伯塔德码头是中方首个
援萨成套项目，于 2021 年 6 月正式开工，
除新建引桥和码头平台等码头工程，还包
括商业区、公共卫生区和景观观赏区等综
合楼建设。 （吴 昊 席玥）

■文/康 逸 陈 浩 刘宇轩

11月下旬的匈牙利天气寒冷，但首都
布达佩斯以南20多公里的匈塞铁路匈牙
利段施工现场依然热火朝天。10 余名匈
牙利工人冒雨进行站台雨棚施工，驾驶升
降车进行接触网的挂线工作。

陶克绍尼车站已有百年历史，承载着
沿线居民的记忆。为保持文物原貌，早在
设计之初，负责项目承建的中国中铁团队
便确立了“修旧如旧”的理念。

中铁九局匈塞铁路项目经理部总经理
宋子文说：“在重建过程中，我们采用与原
建筑风格相符的材料和工艺，在保证建筑
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不仅保留历史风貌，
还赋予车站新的生命力，体现匈塞铁路项
目对匈牙利文化的尊重和融合。”

匈塞铁路通过欧盟自然保护区，建设
团队十分注重保护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
在项目设计、施工、设备安装阶段，所有作
业标准都符合欧盟相关环保要求。在日常
施工中，每隔60分钟，工程车就会绕全站
进行洒水作业，以处理施工期间产生的粉
尘污染。

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全长约350公
里，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
首都贝尔格莱德。目前，该项目路基、桥涵
和轨道工程基本完成，已进入电气化、通信
信号等最后专业工程实施阶段，预计匈牙
利段全线将于2025年完工。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中匈两国团队通
力合作，克服跨国技术标准协调等挑战，确
保铺轨工作顺利推进。铺轨作业完成后，
房建工程与“接触网、变电电力、通信、信
号”作业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匈塞铁路项目采用中匈合作模式，为
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当地合作伙伴
拥有丰富的技术和专业能力，在推动项目
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双赢局面。”中铁上海局匈塞铁路
项目经理部总经理左贤思说。

从陶克绍尼车站施工现场驱车 5 分
钟，就可以到达新建的多瑙沃尔沙尼牵引
变电所，映入眼帘的是两台大型牵引变压
器以及配套的变电所设备。牵引变电所为
电气化铁路系统供电，确保火车持续运行。

据介绍，变电所引入两路独立电源及
其配备的牵引变压器等，融合了来自中国
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变电所的“心脏”牵

引变压器结合匈塞铁路项目特点而设计制
造，能为区域内的电气化铁路设施及系统
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持。

中铁电气化局匈塞铁路项目经理部变
电电力专业副经理刘天奇说：“欧洲标准与
我们使用的标准有所差异。经过与匈牙利
国家铁路公司的沟通协商，并协调中国供
应商进行欧盟、匈牙利标准认证和匈牙利
国家铁路准入的批准，我们最终解决了技
术规范上的难题。通信设备、铁路信号设
备、牵引变压器、接触网零部件等均获得了
所需认证，施工工作进展顺利。”

中铁当地员工迈措·琴格表示，学习中
文给了她加入中国公司的机会，她在中铁
已经工作了3年。匈塞铁路开通将使布达
佩斯到贝尔格莱德的行程从8小时缩短至
3小时左右，让居民出行更加便利，并推动
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她期待早日坐上第一
趟列车。

匈牙利约翰·冯·诺伊曼大学欧亚中心
主任霍尔瓦特·列文特对匈塞铁路的未来
发展充满期待：“建成后的匈塞铁路将加强
欧洲地区互联互通，促进匈牙利、捷克、波
兰和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
为地区发展带来巨大红利。”

中泰红树林共同保护示范区在泰国攀牙府揭牌
本报讯 中泰红树林生态保护系列

活动日前在泰国攀牙府举办。来自泰国
海洋与海岸带资源局、泰国国家公园与
野生动植物保护局、中泰气候与海洋生
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国自然资源部第
一海洋研究所等两国自然资源和海洋部
门共6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中泰双方代表在泰国攀
牙湾国家公园为中泰红树林共同保护示
范区揭牌。示范区位于攀牙湾沿岸，面
积 311 公顷，中泰海洋部门将开展红树
林脆弱性评价、生态修复空缺分析、自然
教育、红树林种植等工作，接下来将建立
常态化合作机制，在红树林保护和修复
方面开展深入的协作与交流。

红树林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固碳
储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攀牙湾国家公园是泰国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好的红树林区域之一，但近
年来红树林保护也面临一定挑战。

泰国海洋与海岸带资源局红树林第
三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奥妮察表示，泰国
近年来虽加强了对红树林的保护，但仍
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红树林的保护与

恢复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泰国可以
借鉴学习。当地政府和社区对中国提供
的支持与合作表示衷心感谢，期待未来
能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

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副
研究员丛柏林表示，作为世界上少数几
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增长的国家之一，中
国积累了丰富的恢复管理经验和成熟的
技术标准。中泰两国通过深化合作，将
在政策制定、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多个
层面加强互动，共同推动红树林的保护
与修复，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
球家园作出积极贡献。

此次中泰红树林生态保护系列活动
是在中国自然资源部与泰国自然资源与
环境部共建的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
联合实验室平台支持下开展的。此次活
动还包括学术交流、青少年科普、自然教
育、红树林种植、红树林科普图书捐赠
等，旨在进一步增强泰国民众对红树林
保护的认识，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红
树林保护行动，巩固和发展中泰在海洋
生态保护方面的合作成果。

（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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