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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签约阿尔及利亚农业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日前，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北

非区域公司与阿尔及利亚农业物流集
团、中国浙江金华供销社在阿尔及利亚
首都阿尔及尔签署合作框架协议。阿
尔及利亚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代表、浙江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副主任沈省
文，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尤丁剑，阿尔及利亚农业物流集团
董事长扎菲泽夫·贾希德·阿卜杜勒瓦
哈卜等人参加了签约仪式。此次合作
框架内容包括农业建设、农业深加工等
诸多领域。这是落实2023年7月中阿两
国元首重要共识，实现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和“新阿尔及利亚”愿景的又一双
边经济合作成果。

“中国铁建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建设
集团，在多个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在阿国有良好的声誉！”在签署仪式上，

阿尔及利亚农业物流集团董事长扎菲
泽夫·贾希德·阿卜杜勒瓦哈卜表示，多
年来，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北非区域公司
立足当地，发挥中国基建企业施工组织
优势，携手当地人民，建设了阿尔及利
亚东西高速公路、贝佳亚连接线等多项
民生工程，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浙江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副
主任沈省文表示，中阿友谊源渊流长，
供销社作为中国涉农领域最完善的经
济组织，与阿尔及利亚互补性强，希望
通过互利共赢合作，共同实现相关领域
的美好愿望。

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中阿友谊的成
果，也是中国企业拓展多元业务，为当
地保证粮食安全和流通服务提供保障，
助力农业生产和流通结构不断完善的
有力举措。 （张玉刚）

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有望惠及非洲

丝路故事

近期，新质生产力成为海外媒体和舆
论关注的热词。不少非洲媒体发表观点认
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望释放积
极效应。中非拓展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
创新合作，对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实现可持
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将为非洲发展带来新
的活力和机遇。

有专家表示，中非传统友谊深厚，合作
成果丰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
合作论坛等机制平台下，中非在新科技、新
能源、新产业领域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发
展新质生产力，同非洲发展战略深度对接，
为中非合作打开新空间、注入新动能。

非洲关注新质生产力发展“东风”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期围绕新质
生产力发表报道称，中国正大力推进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
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
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为此，中国正加大创
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
未来产业。

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有望惠及更多

“一带一路”国家，给相关行业发展变革带
来动力。非洲将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受惠者。报道中提到：“中国发展新质生产
力，将进一步拓展中非关系，巩固与非洲的
合作成果。一个更具创新性的非洲可以从
中抓住新机遇，改善经济前景。”

尼日利亚《先锋报》近期关注到，中国
正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发展
新质生产力不意味着忽视或放弃传统产
业，而是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方向转型。这种转型对提高生产效
率和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目前，中国正
积极推进多领域科技创新项目研发，非洲
学者有望参与其中，拓展中非在人工智能、
区块链、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南非《星报》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
发布的数据称，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
好，提振了经济发展信心。中国经济的韧
性与潜力得到外商肯定。中国持续推动新
质生产力，将通过自身高质量发展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

中非共和国潜力网日前发表评论员文
章称，中国正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表示，中国一

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高质
量发展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也将为非洲国家发展带来新机遇。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民主：全人类共
同价值”国际论坛上，非洲政策研究院院长
彼得·卡格万加在主题演讲中谈到新质生
产力。他表示，乘着新能源、高科技制造、
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东
风，中国正引领全球南方国家从多方面推
进全球治理变革。中国为非洲、亚洲、拉丁
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使
这些国家能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和所在地区
具体情况的现代化道路。

为中非合作提供新契机

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赢得非洲媒
体和舆论的关注。专家表示，中非在新科
技、新能源、新产业领域已建立深入合作，
各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中非在此基础上拓
展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合作，符合双方共
同利益和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
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张永蓬对表示，在数
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中非合作近年来
取得积极进展。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积
极支持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建设
多条连接非洲和欧、亚、美洲大陆的海缆工
程；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企已帮助非
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通信骨干网约15万公
里，网络服务覆盖约7亿用户。同时，中国
积极与非洲开展电子商务合作，共享电子
支付、智慧物流等发展经验，助力埃塞俄比
亚、南非、科特迪瓦等国家构建电商生态系
统。此外，中国的科技产品、移动应用软件
等也在非洲市场广受欢迎。

“在绿色发展方面，中国是非洲能源
转型的重要合作伙伴，迄今已在中非合作
论坛框架内实施数百个清洁能源和绿色
发展项目，支持非洲国家更好发挥太阳
能、水电、风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优势，
助力非洲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张永蓬说。

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中非双方
也保持了密切协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张
传红表示，中非在农业现代化领域积累了
丰富的合作经验。从杂交水稻技术、稻鱼
共生系统，到菌草技术、木薯繁育技术，多
年来，中国积极同非洲国家分享农业科技
与发展经验，支持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

和加工水平，提升非洲农业产量和产品附
加值。近年来，中国还与非洲积极共建遥
感应用合作中心、气象站，持续加强可持续
农业、节水灌溉、粮食减损、农业气候应变
等领域的科技合作，助力非洲应对气候变
化威胁；同时推进农机生产、仓储加工等投
资建设，完善当地农业产业链，并借助电
商、网络直播等数字合作以及建立非洲农
产品输华“绿色通道”等方式，扩大非洲经
济作物农产品市场。

“得益于中国的技术和创新援助，非洲
的生产生活方式显著改善。中国是帮助非
洲应对挑战的‘负责任合作伙伴’。”尼日利
亚《国家报》日前刊文表示，非洲的信息通
讯、交通、电力、农业等领域在中国强有力
的支持下获得发展。中非在互联网、大数
据等信息产业的技术合作为数百万非洲青
年提供了就业机会，非洲大陆的互联互通
程度也比以往更深、更广。

在合作基础上，中国加快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为中非进一步合作提供
新契机。

“非洲国家对加快生产力进步、实现跨
越式发展有强烈诉求。”张永蓬说，“面对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非洲国家意识
到，需避免陷入高能耗增长困境，减少粗放
发展造成的落后产能。近年来，非洲积极
拥抱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加快探索现代化和自主发展道路。

在相关领域，中非合作基础好、经验足，互
惠互利合作有巨大潜力。”

中非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
有广阔前景

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向“新”求“质”，发
展新质生产力，与非洲的未来愿景和战略
规划深度对接。

张传红表示，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这与非洲当前的转
型需求，特别是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
提出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今年2月，非
盟宣布启动《2063年议程》第二个10年计
划。该计划明确了未来10年的重点领域，
其中特别强调了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创
新、打造环境可持续和气候适应型经济、增
进民生福祉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愿景。
根据共同的中长期合作方向和目标，中非
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有广阔前景。

联合国贸发会议《非洲融入技术密集
型全球供应链的潜力》报告提出，生产率和
附加值的提高是当前促进非洲大陆供应链
发展的关键。非洲正积极吸引投资者和科
技型供应链，打造数字和高科技密集型行
业，推动非洲大陆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中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全球价
值链新体系，将延伸和扩大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红利。南非和整个非洲都将从新价值

链的延伸中受益。”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
报道称。

张永蓬表示，未来，中非可在新质生产
力相关领域进一步合作，加强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创新协
作，拓展先进制造、空间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空间。同时，人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
因素。中非探索新质生产力相关合作，人
才培养将是一大重点。近年来，中国通过
搭建国家与地方合作机制以及高校交流合
作平台，帮助非洲培养急需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未来，根据非洲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中非还将持续扩大教育和人力
资源开发合作。

不久前，2024年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
作论坛举办。贝宁、加蓬和刚果（金）等非
洲国家代表与中方共同讨论了人工智能安
全与治理以及国际合作议题。去年12月，
中国援埃及二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成为中非航天科技合作的
最新注脚。

“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
论坛、‘金砖+’等机制平台，未来中国高质
量发展成果有望更多惠及非洲，为非洲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更多支持。中非
双方将持续在前沿技术及人才培养等各领
域开展深层次合作，共同探索适应需求的
现代化发展道路。”张永蓬说。

（林子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在石油
炼化、太阳能开发、旱作农业等方面积累大
量经验的甘肃省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持续加
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技术合作，成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写照。

在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酒泉市玉门
油田总部实验大楼里，27岁的非洲小伙韩
丹对刚采出的石油原油进行密度分析，判
断这批原油的质量。今年2月，他来到甘
肃省酒泉市，参加了为期35天的玉门油田
中非技能人才培训，内容包括技能提升训
练、跨文化交流、安全应急强化等。

玉门油田乍得公司副经理蒋锐介绍
说：“我们计划在为期4至5年时间内，完成
所有乍得籍员工的培训工作，在当地逐步
推广中国石油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他说。

一张光伏面板、一块控制器单元、一个
小型水泵……在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太阳
能光伏产品展览室，这座占地不足一平方
米的太阳能泵站，是甘肃省和“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和地区开展太阳能民用化合作的
缩影。

“别看这个太阳能泵站体积小，却有很
大的能量。”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太阳能光
伏发电技术研究室副主任乔俊强说，这款
研制于2017年8月的产品，已先后输送到
巴基斯坦农业研究理事会和尼泊尔农业研
究理事会的示范农场。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党委书记魏军
说，技术和产品的不断示范推广，强化了甘

肃省太阳能技术产品国际化输出成效，拓
宽了太阳能先进实用技术产品在“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转移转化的发展空间。

截至目前，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承办
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培训项目102期，为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 2500 余名技术人
员和政府官员。

兰州大学生态学院龙瑞军教授的办公
室，悬挂着一幅“一带一路”全景地图。多
年间，他的脚步遍布地图上多个国家和地
区，沿途播撒农业合作的种子。

不久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可持续发展国
际合作科学计划”国际合作项目启动会
上，龙瑞军就“环喜马拉雅草地植被多样性

对牦牛择食特征及其泌乳性能的影响”项
目汇报了研究内容和工作计划。

“项目计划通过开展实地研究、开办培
训班、技术转移等方式，为南亚山区带去先
进的发展理念和养殖模式。”龙瑞军说。

20多年来，龙瑞军团队陆续在巴基斯
坦、塔吉克斯坦、尼泊尔等10多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农牧合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来
自甘肃的马铃薯、牧草等“希望之种”正在
更多国家落地生根，惠及当地民众。

一批又一批中国科技人员成为古丝路
上的新使者，带着“中国技术”“中国经验”，
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技术合作
不断走深走实。

（文 静 王铭禹 宫 欣综合报道）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所私立学
校，中文教师霍斯尼亚·雷扎伊正在讲台
上耐心地为学生讲解汉字偏旁部首的含
义。教室里，阿富汗学生们听得入神，他
们不仅被汉字文化所吸引，更对学习中文
带来的发展机遇充满憧憬。

雷扎伊2014年进入喀布尔大学孔子学
院学习中文，第二年前往太原理工大学攻
读本科。2019年毕业后，他回到祖国阿富
汗，任中文教师，闲暇时兼做各类翻译工
作。“帮助那些想去中国留学或经商的人学
习中文，让我获得很大成就感。”雷扎伊说。

哈密是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
的一名汉语教师，他说：“汉语改变了我的
命运。我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现在却能
在阿富汗最好的大学教书。这并不是一
件易事，但我实现了。”

在他看来，学习汉语不仅能改变他的

生活，也同样能使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受
益。因此，他不遗余力地鼓励自己的学生
和身边的朋友学习汉语。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自2008年1月成
立以来，培养了像雷扎伊这样成百上千的
优秀中文人才。他们学成后投身于文化、
外贸等领域，为阿中两国友好交流以及共
建“一带一路”添砖加瓦。太原理工大学
作为中方合作院校，为喀布尔大学孔子学
院输送了大量优秀师资，也接收了不少赴
华留学的阿富汗学生。法尔扎德·法尔哈
德（中文名天磊）就是其中一个。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卫国
强对阿富汗学生取得的成绩十分自豪。
他表示，为了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了解、交
流，孔子学院未来将在阿富汗西部、南部
等更多地方增设中文教学点，同时为阿富
汗青年到中国学习提供帮助。

据介绍，截至今年4月，喀布尔大学孔
子学院共招生739人，培养本科毕业生356
人，其中238人获得喀布尔大学学位证书，
118 人获得太原理工大学南亚师资班证
书。此外，孔院及下设教学点开设的短期
培训班累计培养学员约5600人次。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哈米德·古
拉米表示，目前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每年
招收约50名学生。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是阿富汗学子积极学习中文的原因之一，
许多阿富汗学生希望在中资企业工作或
利用中文特长创业，开创美好未来。

古拉米说：“我们很高兴见到阿富汗
学生毕业后在中资企业就业，或前往中国
深造发展。有些毕业生在中国经营自己
的生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许多国家
带来发展机会，中文人才优势明显。”

（解园 赵家淞 宫 欣综合报道）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将在重庆举行
本报讯 据人社部消息，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将于6月在重庆
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据介绍，“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
作为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
行动，于2019年在重庆举办了第一届。

本次大赛主要有五方面特点：赛项
设置方面，提升项目产业“匹配度”。大
赛设18个比赛项目，既有美容、信息网络
布线等通用性强、从业人员较多的职业，
也有新能源汽车技术等体现新产业、新
业态、新技术的职业；配套活动方面，提
升技能竞赛“引领力”。将采用“赛会展

演销”集成办赛模式，开展对话交流、技
能展演、技艺体验、技术展览、产品展销
等活动；参赛范围方面，扩容中国技能

“朋友圈”。广泛邀请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和世界技能组织有关成员国家（地区）
参赛，总量超上届规模；赛事保障方面，
赋能办会办赛“数字化”。首次在国际技
能竞赛中应用人工智能辅助裁判和数字
赛务管理系统，数字赋能大赛全过程、各
环节；办赛成效方面，积极推进中国技能

“走出去”。全面展现技能中国建设成
效，带动中国产品、服务、技术、品牌、标
准走出去。 （郭海亮）

阿富汗学子的中文之路

中国西北打造“一带一路”技术合作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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