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2 WEST TIMES

20252025年年66月月66日日
责编责编：：龚丹丹龚丹丹 美编美编：：潘俊红潘俊红

共话科技发展 共促创新合作
——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前瞻

丝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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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东通道”
今年前五个月累计开行超2000列

本报讯 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
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组成。今年
前五个月，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
已突破 2000 列，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注入更多动能。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
线路已达27条，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
等 14 个国家，联通我国长沙、郑州、成
都、苏州等60余个城市。运输货物涵盖
电器产品、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等 12大
品类。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欧班
列“东通道”通行量占全国总量 26.3%，
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
31.9%。

满洲里站为提升中欧班列换装运
输时效，合理调配机车运用，对换装后
的回程班列实行定点取送，加快取送车
作业效率，减少车辆占线时间，作业效

率提升25%。
绥芬河站坚持“班列优先”的运输

原则，准确掌握班列的入境时间、车次、
品类、数量，充分利用“数字口岸”系统
快捷高效的通关优势，热情优质服务企
业客商，有效地提高了班列通关和运输
效率。

同江北站每日通过站长例会，加强
信息协调沟通，提前48小时掌握班列到
达信息，车站根据预报情况，通报集装
箱代理公司做好接车准备，同时向集团
公司调度所汇报，及时协调平车换装，
减少车辆换装等待时间。

今年以来，滨绥铁路绥芬河至国境
线段、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改造工程、滨
洲铁路西岭口至博克图段改造工程均
加速进行提质升级改造，投用后将进一
步提升铁路口岸后方通道中欧班列通
行效率。 （于文波）

■文/温竞华

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将于
6月10日至12日在四川成都举办。

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介绍说，本届大会
以“共建创新之路，同促合作发展——携手
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为主题，
将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加强交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

据介绍，大会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科
技规划政策对接、科技人文交流、产业创新
发展、国际大科学计划、人工智能等议题，
设置重要活动、主题活动、特色活动、圆桌
会议、技术对接 5大板块 38场活动。大会
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响应，

目前已邀请到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境外嘉宾出席。

签署系列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文件，
启动多个重要领域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专项合作计划，发起由中国科学家牵头的
新的国际大科学计划……陈家昌介绍，大
会期间将产生一批成果，为创新丝绸之路
建设注入更多科技创新动力。

当前，成渝地区正在联手打造中国内
陆改革开放高地。四川省副省长李文清
说，本届大会将启动成渝地区“一带一路”
科技合作“双千”计划（即“千项合作项目”
计划和“千名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着力
与共建国家在联合攻关、技术转移、科技人
文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

李文清介绍，“千项合作项目”计划将

与共建国家联合实施一批研发项目、推进
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
目、实施一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千
名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将建立科技人才
联合培养机制、开展青年人才技术培训、搭
建青年科学家交流平台。

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重
庆市副市长马震说，本届大会将举办科技
减贫的目标与实践论坛，与共建国家分享
中国科技减贫经验，共同探讨科技创新助
力精准减贫的新路径、新模式，促进先进适
用技术加快转化为支持国际减贫的现实生
产力，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重庆围绕坦桑尼亚、南非、尼
泊尔等共建国家的需求，在技术转移、成果
应用等方面开展了科技减贫国际合作，为

推动区域性减贫作出了积极贡献。“接下
来，我们将以举办此次论坛为契机，重点从
深化协同创新、突出数字赋能、强化人才引
领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马震说。

陈家昌说，自首届大会举办以来，我国
与共建国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科技合作机制日趋深化，各国人
文交流愈发紧密，创新合作成果日益丰
硕。本届大会将打造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的机制化交流平台，推动共建国家跨领域、
跨地区科技交流和合作，为全球科技创新
合作注入新动能。

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由科
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四川省人民政府和
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文/张朋辉

日前，中蒙甘其毛都至
嘎顺苏海图铁路建设开工
仪式在中蒙边境举行。该
项目是继 1956年二连浩特
至扎门乌德铁路建成通车
后，时隔近 70 年建设的中
蒙第二条跨境铁路。铁路
由中蒙两国共同推进，自中
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甘其毛都口岸出境，经蒙
古国嘎顺苏海图口岸，连接
蒙古国南戈壁省嘎顺苏海
图站，全长9.91公里。中蒙
双方明确跨境铁路“统一设
计、各自建设、一次联通”。

该项目中国境内段由
中国国家能源集团投资建
设，蒙方境内段由塔本陶勒
盖铁路公司投资建设。跨
境段由 6.08 公里的桥梁连
接，整条铁路计划于2027年
建成通车，预计建成后每年
可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
将甘其毛都口岸年通关能力提升一倍，
有效带动中蒙两国跨境物流、产业园区、
边境服务等业态升级，扩大中蒙在经贸、
能矿、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合作，成为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蒙古国“草原
之路”倡议战略对接的重要实践。

目前，该项目前期配套工程——甘
泉铁路已开通运营，项目建成后，甘泉
铁路将与蒙古国南向铁路实现联通。
中国国家能源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与蒙方企业通力合作，细化合作方案，
深化在工程技术、设备设施、施工管理
等方面的对接，加快铁路建设进度，推
动项目早日投运。

蒙方高度重视该铁路建设，将其列
为政府 14个大型项目之首。中蒙相关
负责人表示，期待铁路早日建成通车，
成为中蒙互联互通的新桥梁，为推动中
蒙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沈敏娟说：“甘
其毛都—嘎顺苏海图口岸是中蒙货运
量最大的公路口岸，中方援助的嘎顺苏
海图公路口岸基础设施项目正式启用，
跨境铁路项目也开工建设。相信随着
两个口岸提质升级，将极大促进中蒙人
员往来、贸易畅通和产业联动，为两国
相关地区发展带来新机遇。”

■文/钟 忠

加赫位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西北 350
公里处。蚕种站总技术师马涅特指着在
微风中轻轻摇动的桑树说：“这里3公顷的
桑树都来自中国，共有3万株，是2019年种
下的。最近 6年来，我们一共从中国引进
了 450万株桑苗，都已分种到各地。它们
为我们带来了桑蚕业复兴的希望。

阿塞拜疆当地有着 1500 多年养蚕历
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桑蚕业达到鼎
盛时期，产品远销日本、瑞士和意大利等
国。但随着苏联解体，技术人才流失和蚕
种退化，当地桑蚕业陷入低谷。

马涅特回忆说：“那时候桑蚕业停顿，
我和很多人为了养家糊口被迫离开，做起
了小买卖。”已在加赫蚕种站工作 40年的
站长阿克拉姆·法塔利耶夫说，1986 年阿
塞拜疆蚕茧产量为6000吨，2014年下降到
10吨，到 2015年只有 236公斤，“桑蚕业几
乎灭绝”。

2016年，阿塞拜疆桑蚕业迎来发展转
折点。阿塞拜疆把复兴桑蚕业纳入国家
战略，并启动“引种工程”，首批中国优质

桑苗和蚕种跨越山海，开启“一带一路”框
架下中阿两国桑蚕业合作新篇章。

“阿塞拜疆大力复兴桑蚕业既是出于
农业经济结构多元化的需要，也是为了恢
复往日桑蚕业的荣光。因为桑蚕业是我
们历史和传统的一部分。”加赫地区政府
首席顾问扎乌尔·阿巴索夫表示。

2018年，由中国提供技术支持的加赫
蚕种站完成改造，阿总统阿利耶夫亲临剪
彩。加赫蚕种站是阿目前唯一从事蚕种
繁育的机构，改造后的蚕种站占地面积 5

公顷，包括实验室、孵化中心、蚕种生产中
心、桑树园等。

2019年，加赫蚕种站开始繁育杂交蚕
种，这是阿首次从事蚕种杂交研究。李其
良介绍说，杂交蚕种优势明显，其抗病性
和茧的质量与产量都大幅提高。马涅特
说，目前蚕种站正在喂养“加赫－1号”和

“加赫－2号”，再有几天蚕宝宝就将吐丝
结茧，工作人员之后将进行雌雄配对，获
得新品种。

中方还为蚕种站培养了当地技术骨
干。蚕种站工作人员拉拉扎尔·盖达拉娃
2018 年曾到中国进行技术培训交流。她
自豪地说：“中国桑蚕养殖技术非常好，我
们经过学习和引进获益匪浅。我们现在
完全照着中国方法来养蚕。”

经过几年的发展，阿塞拜疆当地农户
也深切体会到养蚕的好处，当地养蚕规模
不断扩大，目前蚕茧年产量已超过 600
吨。阿全国养蚕冠军萨希布养中国蚕已
有多年，他为蚕宝宝搭起专门架子，严格
控制蚕室内温度和湿度。他指着蚕宝宝
说：“你看，它们现在都在睡觉。再过十来
天作茧完成后就能卖了。”

■文/董修竹 隋先凯

立夏前夕，埃及南部新河谷省广袤的
撒哈拉沙漠地区翻涌起金色麦浪，收割机
奏响收获进行曲，中国企业钻探的水井在
无垠荒漠中浇灌出的良田喜获丰收。在明
亚省，依托中国灌溉技术，甜菜种植农场成
为沙漠绿洲，助力提高当地食糖自给率。

中国企业凭借过硬技术，与当地展开
深入合作，在大漠深处发掘“生命的源
泉”，为干旱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
展现了跨国合作在生态改造和粮食安全
领域的巨大潜力。

开掘生命之水助力实现温饱

埃及有过亿人口，约 96%的国土为沙
漠。为缓解粮食需求压力，2015年以来埃
及政府不断加大开垦沙漠、新增耕地的力
度，开掘水源是重中之重。

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带动下，中曼
集团于2016年10月成立中曼埃及公司，深
耕当地水井市场。从西奈半岛到明亚省

撒哈拉沙漠深处，从马特鲁省的锡瓦绿洲
到阿斯旺考姆翁布沙漠……近 9年来，由
中埃员工组成的水井施工队攻坚克难，帮
助埃及累计钻探沙漠水井680余口。水井
通过指针式圆形喷灌设备可以 24小时做
圆周运动进行喷淋，在原本寸草不生的沙
漠中润泽出一块块良田。

“很高兴和中国企业开展农业合作，今
年的第一茬小麦丰收了，我们很开心！”“埃
及的未来”农业生产项目奥韦纳特片区经
理阿布-海尔·易卜拉欣捧起一把饱满的麦
粒，兴奋地展示着。这一项目于2022年在
埃及总统塞西见证下启动，是埃及实现战
略商品自给自足的重要国家级项目。

中曼埃及公司总经理赵吴涛给笔者
算了一笔账：“每亩地能产将近480公斤小
麦，也就是说每亩地能解决至少 3个埃及
人一年的口粮问题。”除小麦外，地里还种
植了苜蓿、土豆等作物，长势也十分喜人。

润泽无边沙海孕育甘美收获

在奥韦纳特水井项目作业现场，项

目经理赵宝江介绍说，钻井队克服高温、
风沙、地层复杂、设备运输困难等挑战，
不到一年时间已完钻 63 口深约 450 米的
水井。

在中国造水井的润泽下，距离首都开
罗 360 公里的运河糖业农场迎来甘美收
获。2015年，埃及政府提出开垦沙漠新增
耕地的“百万费丹”计划后，埃及与阿联酋
共建的合资公司运河糖业与埃及政府签
署协议，计划将明亚省 7万多公顷沙漠改
造成种植甜菜、苜蓿、小麦等作物的农场，
并在农场内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制糖工厂。

2018年 4月，运河糖业与中曼签订三
年合约，由后者负责该沙漠区块的水井钻
探施工。据中曼埃方作业经理阿布介绍，
明亚省沙漠地下水层深浅不一，且大井眼
钻井易坍塌、易漏失。为解决这些难题，
中曼技术团队创造性地使用了空气泡沫
钻井技术，也就是用空气加上泡沫剂，取
代传统泥浆来辅助钻进，克服了井漏问
题，大幅提升钻井速度。后来，许多埃及
钻井公司通过交流分享学习了中曼的该
项新技术。

共建“一带一路”焕活民生经济

三年里，中曼在明亚区块打出的水井
已足够灌溉3万费丹的土地。运河糖业农
场技术经理哈桑说，2023年农场种植了2.2
万费丹甜菜，通过农场的制糖工厂加工成
食用糖销往各地。农场还种植了苜蓿、小
麦等作物，成熟后很快销售一空，“这都离
不开中曼在此钻探的193口水井。”

“中曼的钻井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坚
持不懈地做民生工程，就是为了能为中埃共
建‘一带一路’贡献绵薄之力。看到井水让
当地民众获益，我们由衷高兴。”赵吴涛说。

中曼的水井项目不仅帮助当地民众
解决吃饭问题，也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和中
国技术人员传帮带的方式，助力解决埃及
年轻人的“饭碗”问题。

奥韦纳特水井项目作业经理法赫米·
阿卜杜勒-哈米德说：“我们团队就像个大
家庭，遇到困难，中埃双方员工运用各自
经验齐心协力解决问题。有了水，就有了
生命，能够参与这里的建设，为这片土地
注入活力，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

中埃签署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城市运营执行协议

本报讯 埃及新城市社区管理局与
中埃合资企业地平线运营管理（埃及）
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在埃及新行政首都
签署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城市运营
执行协议。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埃及住房部长
谢里夫·谢尔比尼、中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副部长董建国以及中建集团相关
代表等出席协议签署仪式。

根据协议，地平线运营管理公司将
负责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的运营，先
期开展物业管理和市政运营。

根据埃及内阁的声明，谢尔比尼在
签署协议前表示，协议范围包括维护和

管理重要设施，并为中央商务区的居
民、游客和企业提供一体化城市服务。
这项协议表明，埃及公共设施管理从传
统模式向基于绩效、质量和可持续的方
向初步转变，未来可在新行政首都的其
他地区或新城市推广。

由中建集团承建的埃及新行政首
都中央商务区不仅是埃及国家复兴计
划的重要工程，也是中埃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点工程，项目包括10座办公楼、
5 座住宅楼和 4 座大型酒店，以及高
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该项
目即将竣工。

（张 健 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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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20世纪50年代起，猎神村依托当地矿

山、竹海资源，先后办起了石膏矿、白灰窑、
煤矿、造纸厂等50多家企业。

红红火火的“石头经济”，让猎神村集
体经济收入一度达到 300 多万元，成为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然而，经济好了，村子却
落得“山秃河浊”。

痛定思痛，猎神村关闭了矿山、纸厂，
通过生态修复，昔日矿山再现竹影叠翠。

在此基础上，猎神村通过重塑湿地生
态模式，打造了多功能的乡村湿地，探索小
微湿地与环境治理、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的
深度融合，绘就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的和美乡村画卷。
一个小山村如同一扇窗，映射出绿水

青山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
富、经济财富的深刻哲理。

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理念已深入人
心，产业转型升级、沿江岸线整治、“十年
禁渔”等举措正在落地见效……在重庆，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发生
了历史性、转折性变化，重现一江碧水、两
岸青山。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也重塑和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

在永川区金龙镇，枇杷园里正上演着

“绿色革命”：与以往大量使用纸箱装载水
果不同，如今许多种植业主选用了可循环
快递包装箱用于枇杷快递包装。

这是重庆建设“无废城市”的微观实
践——全市已建立“无废指数”指标体系，
已建成3500余个“无废细胞”，构建起覆盖
衣食住行的循环体系。

从猎神村到金龙镇再到全域，重庆正
以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为主线，推动
发展动能转换。如今，这座山城正以美丽
中国先行区建设为引领，让巴渝大地的每
一寸山河，都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动样本。

（陈维灯)

埃及撒哈拉沙漠收获丰收背后的“中国技术”

中阿两国开启桑蚕业合作新篇章

工作人员查看中国蚕宝宝的状况工作人员查看中国蚕宝宝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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