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中友谊能够经得
起时间考验，我们不仅
是伙伴，更是相互信赖
的朋友。

今年 5 月，习近平主
席成功对塞尔维亚进行
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共同
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塞命
运共同体，开启双边关系
历史新篇章。这一历史
性进展彰显两国友谊的
坚不可摧与战略合作的
不断深化。

塞尔维亚与中国在
重大国家利益问题上相
互支持，是两国关系稳固
发展的基石。感谢中方
支持塞方在科索沃和梅
托希亚问题上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塞尔维亚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原则，愿继续积极践
行中国提出的所有促进
人类和平与繁荣的倡议。

在经贸领域，两国近
年来的经济合作持续刷
新纪录，双方受益匪浅。
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
易协定于今年7月1日正
式生效，为双边贸易注入
更多动能，推动更均衡的
发展。

从中企在塞投资合
作的轮胎厂今年 9 月启
动量产，到塞尔维亚警察亮相海南
执行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再到中企
修建的上米拉诺瓦茨绕城公路 10 月
顺利通车……谈及这些合作成果，久
里奇表示，两国经济合作覆盖公路、铁
路、能源等多领域，尤其是众多中国企
业和塞方开展了实实在在的合作，丰
富了双边合作内涵。

展望未来，塞方积极参与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同时，塞尔维亚正致力于成为区
域内创新技术的引领者，期待与中国
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及数字化转型
等新兴领域深化合作。

塞尔维亚正积极推进塞中工业
园的建设，其中包括一个高科技园
区，我们相信这将为双方的合作创造
更多契机。

今年前10个月，中国赴塞尔维亚
游客同比去年增长超70%。随着两国
往来航班日益频密，民众往来不仅能
加深双边人文交流，也拓展了两国教
育与科技合作空间。

塞尔维亚年轻人对中国文化及其
现代化发展模式充满兴趣，并希望学
习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经验。这种跨
文化交流将使得两国关系更加紧密，
友谊更加深厚。

简 讯

2 WEST TIMES

20242024年年1212月月2727日日
责编责编：：龚丹丹龚丹丹 美编美编：：潘俊红潘俊红

中国中车在阿联酋迪拜获新订单
本报讯 阿联酋迪拜道路交通管理

局日前正式宣布迪拜地铁蓝线项目由中
国中车所在联合体中标。

迪拜地铁蓝线项目于 2023 年底发
布资格预审，2024 年初发布招标，2024
年 10月投标。该项目是“迪拜 2040”城
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
中车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参与竞
标。最终，中国中车所在联合体成功中

标该项目。据悉，该项目中标金额约 56
亿美元，主要工作范围包括线路设计、施
工、调试、系统维护及车辆供应。

中车公司负责人说，项目中标实现
了中国中车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高端市场
又一次突破，是中国中车积极践行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充分体现。迪
拜地铁蓝线计划于2029年开通运营。

（温新年 赵丹亮）

丝路话语护航企业顺利“出海”

陕西法治聚焦共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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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英琦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离不开
法治的保障。

日前，笔者跟随司法部“‘一带一路’
法治同行”采访团来到古丝绸之路起点城
市西安，深入园区、采访机构、参观高校，
记录古都西安以司法赋能，助力共建“一
带一路”的生动实践。

西安浐灞国际港内，正是一片繁忙的
作业景象。汽笛声响中，一辆载满斯洛伐
克水产品的班列缓缓驶入，项目顺利落
地，为两国企业带来更明朗的合作前景。

共建“一带一路”激发更广阔、更开放
的发展空间，为企业“走出去”带来更多机
遇，也伴随着未知风险和挑战。

“从商标许可合规、到货品运输安全、
再到权利救济等法律问题……投资前企
业如何规避风险，投资后项目怎样顺利落
地，都需要周密的法律服务。”上海市锦天
城（西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政律
师表示，该项目是斯洛伐克某公司第一次
与我国开展商业合作，也是陕西某投资公

司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的重要
一步。此前经过多轮沟通与谈判，最终双
方达成合作意见。

为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
服务企业现实需求，当地司法行政部门统
筹“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
西安中心”“‘一带一路’律师联盟西安代
表处”“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
决中心”组成“三个中心”，助力企业搭建
法律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更专业、精准、
全面的法律服务。

法治不仅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保
驾护航，也在发生矛盾纠纷时定分止争。

电脑联网，大屏直播，一旁会议桌上
仲裁员、仲裁秘书分列而坐……在西安仲
裁委员会“网络仲裁庭”内，一场跨域仲裁
正在进行。无需长途跋涉，借助数字智能
技术就可实现双方当事人在线仲裁、在线
调解。

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仲裁
是各国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软实力的
重要手段，在法治助力共建“一带一路”进
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围绕服务“一带一路”和国家涉外法
治工作大局，西安仲裁委员会通过完善仲
裁规则、完善仲裁架构、提升仲裁服务等
方式，全方位提高仲裁服务水平和服务能
力，为国内外经营主体提供更公正、更高
效的仲裁服务。

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 11月，西
安仲裁委员会共办理案件4975件，审结案
件 5355 件，仲裁案件标的额达 181 亿元。
在涉外仲裁方面，目前共有在册仲裁员
1115 名，其中境外仲裁员 150 名，涉及 41
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日益增长的仲裁法
律需求提供强有力支撑。

以法治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离不开
高质量法律队伍的力量。

如何加强中国与中亚间法律查明？
怎样更好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在西北
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中心的图书室内，
中外学生围坐一起，围绕法律实务话题展
开热烈讨论。

高校是孕育高素质法律人才的摇篮。
打造高水平的法律人才队伍，不仅需要理
论水平的支撑，更需要法律实践的锤炼。

为更好立足国家涉外法治建设需求，
培育高素质法律人才队伍，学校通过开设
国际课程交换项目，增设法学特色课程体
系，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法治学术
交流合作等方式，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更好
搭建平台。

“培养德才兼备、德法兼修的人才，聚
焦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需求，积极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为助力陕西打造内陆改革
开放高地，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
量。”西北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王瀚说。

“近年来，我们从涉外立法、执法、司
法、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合
作等方面，统筹推进全省涉外法治工作，
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层面涉外法治工作专
门机构，推动形成全省涉外法治工作大协
同格局。”陕西省司法厅厅长杨政国表示，
下一步，陕西将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国际
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建设，加强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交流合作，
不断推动涉外法治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共
建“一带一路”贡献陕西法治力量。

本报讯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卡
拉旺站于12月24日正式启用，标志着
雅万高铁全线站点投入运营。

在启用仪式上，印尼基础设施与
区域发展统筹部长阿古斯说：“雅万高
铁是印尼和中国紧密合作的象征。希
望未来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两
国经济增长与繁荣。”

阿古斯表示，雅万高铁显著提
升了区域交通效率。“从雅加达的哈
利姆站到卡拉旺站，搭乘高铁仅需
15 分钟，而驾车则需要 1.5 小时。”他
强调，卡拉旺站的启用将为当地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德维亚纳在启动仪式上表
示，自 2023 年 10 月 17 日投入运营以
来，雅万高铁已累计运送旅客 700 万
人次。

由中印尼两国合作建设的雅万
高铁全长 142.3 公里，最高运行时速
350 公里，将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旅
行时间由原来的 3 个多小时缩短至
46 分钟，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安全、绿
色、高效、舒适的出行方式。

（陶方伟）

■文/滕军伟

“再也不用喝咸水了！”博茨瓦纳博泰
蒂地区村民的生活今年迎来了巨大改变。
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博茨瓦纳有限公司承
建的博茨瓦纳博泰蒂供水项目今年9月正
式通水，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干净的自来水，
改变了当地 8 个村庄长期使用咸水的历
史，约3万名村民因此受益。

该地区莫科巴达内村村民特巴洛近日
表示，在此之前他们喝水、做饭、洗澡等主
要使用当地咸水，“长期用这种咸水对身体
不好，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博泰蒂位于博茨瓦纳中部，北部离马
卡迪卡迪盐沼 100 多公里，东部紧邻奥拉
帕钻石矿，淡水资源缺乏。据博茨瓦纳水

务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当地的地下水盐分
超标且有异味。由于该地区地域辽阔，村
民居住分散，项目投资额大，直到近年供水
项目才被提上日程。

走进特巴洛家，新安装的水龙头位于
院子一角，打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源源
不断流出来。他洗了洗脸，捧了一把直接
喝起来。“原来的水是咸的，现在是甜的！”
他兴奋地说。

博泰蒂供水项目于 2023年 2月开工，
历时18个月，涉及供水主干工程和配套设
施建设，包括 184 公里的供水管线铺设，4
个增压泵站的施工，10个高位水箱施工与
安装，3个混凝土蓄水池建设，以及一座水
处理厂的设计与施工。此外，还包括两座
行政办公楼、10 套员工公寓以及电力、机

械、遥感等配套工程。
据项目执行经理杨伟民介绍，该项目

每天的水处理能力目前为4000立方米，可
满足3万多人用水需求。自正式投入使用
以来，已累计为该地区提供14万立方米的
干净自来水。

谈及这个项目，莫科巴达内村村庄发
展委员会主席博姆盖尔·简赞不绝口。他
说：“中国建筑公司为我们带来了特别好的
项目，现在的水太好了，生活方便了很多，
村里每个人都很感激。”

杨伟民介绍说，该项目的启动和竣工
也间接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最
高峰时在当地雇用了 600 人，为博茨瓦纳
培养了很多技术人才，增加了当地就业。
此外，工程需要的建筑材料、工人的住宿、
餐饮等都拉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为这一供水项目工作的司机彼得是当
地员工，现在每月工资超过5300普拉（1美
元约合13.75普拉）。他说：“中国公司的到
来，不但全面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用水质量，
还提高了我们的收入水平。”

中企承建孟加拉国铁路项目通车
本报讯中国企业承建的孟加拉国最

大铁路项目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于
12月24日全线通车，正式运营。

作为标志性“一带一路”共建项目，
这条被当地人称为“梦想之路”的铁路全
线长约 170 公里。通车后，首都达卡到
西南部城市杰索尔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
的 10小时缩短至 3小时。同时，该铁路
将有力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孟加拉国铁道部相关负责人说，该
铁路的商业运营不仅标志一条新线路的
开通，更开启了孟加拉国铁路发展史上

的新篇章。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姚文说，帕德

玛大桥铁路连接线是中孟经贸合作的典
范。明年是中孟建交50周年，中方愿意
继续尽其所能支持孟发展，与孟方携手
推进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中
方将继续鼓励中资企业在孟深耕奉献，
助孟实现产业升级和出口多元化。

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由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建，2023年10月首
通段开通运行。

（孙楠）

（上接1版）
路，让西藏群众的生活更便利。

“小时候，青藏公路是土路，常年坑坑
洼洼、尘土飞扬。”63岁的那曲市安多县退
休职工桑加说，现在青藏公路改造升级
后，开车走高速从安多县城到拉萨，由两
天缩短到6个多小时。

“以前，藏北牧民饮食结构单一，随着
交通越来越好，水果、蔬菜等食品也摆上了
我们的餐桌。”那曲牧民扎西占堆感慨道。

如今，高原上的人们“买全国卖全
国”，不再为物资短缺发愁，西藏特色产品
也走出雪域高原。西藏快递业务量由
2012 年的 284 万件增至 2023 年的 2192 万
件，年均增长20%。

路，方便高原群众就医求学。
“以前交通不便，每个村都有因突发

疾病救治不及时去世的，现在很少听到这
样的悲剧了。”桑加说。

数据显示，西藏人均预期寿命由20世
纪 50 年代的 35.5 岁提高到 2021 年的 72.5
岁。截至 2023 年，西藏孕产妇、婴儿死亡
率降至历史最低。

“现在交通越来越好，孩子们上学更
便利、更安全。”那曲市教育局局长罗布仁
青说。

截至 2023 年，西藏学前教育毛入园
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 90.43%、
57.6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从2010年到2020年，西藏新增劳动力人均
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3.1年。

路，扩大了高原群众的生活半径。

“‘两路’让人流、物流、信息流竞相涌
动，加速了西藏现代社会文明进程。”西藏
自治区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曾健说。

共同富裕之路——
让西藏人民向着更加美好

生活奋进

地处西藏“东大门”的江达县，是西藏
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曾是全国
深度贫困县之一。

“村民因路而富，交通改变了我们的
命运。”今年 61岁的江达县岗托镇矮拉村
党支部原书记泽夏说，“路修好后，大家买
了车辆干工程、跑运输，农产品也能运出
去，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

受自然条件制约，西藏曾是我国唯一
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步入新时代，
依靠“两路”的交通主动脉，以及由公路、
航空、铁路构筑起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西藏与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2019 年
底，西藏 62.8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 个
贫困县（区）全部摘帽。

在告别绝对贫困之后，如今“两路”连
通着越来越多的县乡公路，助力推动高原
乡村全面振兴。

川藏公路沿线的林芝市波密县，盛产
的天麻、灵芝、藏猪等土特产，正源源不断
地运出大山。2023年，波密县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26935 元，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

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西藏越来越多

的偏远山村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城乡差别
越来越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12 年的
3.22∶1降低至 2022年的 2.67∶1；2023年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900 元，同比增
长 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24
元，同比增长9.4%。

西藏与其他省份的地区差距也越来
越小。自2015年起，西藏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

新时代新征程，西藏更多发展成就
“因路而生”：

——道路通畅加速旅游产业发展。
2012 年至 2022 年，西藏接待旅游人数从
1058万人次增加到3002万人次，旅游收入
从126亿元增加到407亿元。

——道路通畅加速西藏对外开放。今
年7月，西藏红酒叩开境外市场的大门；11
月，山南苹果出口至尼泊尔，首次走向世
界。2023年，西藏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9
亿元，贸易伙伴遍及175个国家或地区。

——道路通畅加速资金集聚。从
2012年到 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33
倍，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 4650 亿元。
2023 年西藏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创历史
新高，比上年增长19.3%。

70 年前，“两路”通车，带来雪域高原
的发展奇迹。如今，依托“两路”和由此形
成的“两路”精神，西藏阔步走上中国式现
代化的康庄大道。

雪域高原，不断书写新的发展传奇。
（储国强 林建杨 翟永冠 白明山刘洪明

魏冠宇 格桑边觉 刘洲鹏 吴光于 王浡）

中企承建项目为博茨瓦纳村民带来放心水

雅万高铁全线站点投入运营

乘客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雅万高铁卡拉旺站站台等待乘车乘客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雅万高铁卡拉旺站站台等待乘车。。 徐徐 钦钦//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