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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话语

从“新加坡·重庆周”看中新互联互通项目10年成果

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
正式开通运营

本报讯 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
投用仪式6月10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市举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物流场站正式开通运营。

阿拉木图物流场站由中铁第一勘
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铁一
院”）设计，位于阿拉木图市 GTS2 车站
南侧，场区占地 9.8 公顷。项目包含中
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新设铁路装
卸线2条、高标准仓库2.34万平方米、集
装箱铺面 3.86万平方米、普通货物铺面
1.87万平方米。

据了解，该项目作为支撑区域工业
出口和中哈合作的重要保障设施，是服

务中亚班列及区域企业交流的重要物
流节点。该项目以西安国际港中亚班
列为依托，对中亚国家的进出口和过境
货物流进行多模式整合，为商品过境和
出口提供集装箱交易、到发、储存等全
方位集装箱运输服务。

铁一院项目总设计师刘欣悦说，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
工程，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项目
的正式运营可望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哈
萨克斯坦两国间的集装箱运输、多式
联运、电商物流发展，推动两国产能与
投资合作，构建健全多元的区域产业
体系。 （李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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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 骏

6月11日，在新加坡繁华、热闹的乌节
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活动——“新
加坡·重庆周”在此开启。

当街头洋溢着重庆火锅的麻辣香味，
当来福士广场的视频让当地居民感到“似
曾相识”，当洪崖洞的夜景图片惊叹了前
来逛展的观众时，这场来自重庆的推介活
动，让新加坡民众领略了巴渝文化的独特
魅力。

这不仅仅是一场文旅交流活动，更是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
下简称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走过十年的一
个缩影。

自 2015年 11月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落
地重庆起，它就承载着中新两国的期望，不
断探索实验。近10年来，它在多个领域取
得了良好成果，逐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
的一张“金名片”。

人文交流架起民心相通之桥

6 月 11 日傍晚 7 时许，不少正在逛街
的新加坡居民走进“新加坡·重庆周”展厅，
看着一幅幅重庆的摄影照片，或点头赞许，
或相互讨论。

“之前在 TikTok 上刷到过重庆的视
频，现在看到这些图片，更觉得惊叹。”一位
新加坡居民说，此前就听闻重庆是“8D魔
幻城市”，这次看展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印
象。她还表示，通过这次活动，已经有了去
重庆旅游的打算。

有类似想法的新加坡居民还不少。现
场多位观众表示，他们都知道重庆，这次

“新加坡·重庆周”让他们对重庆充满了好
奇，希望有机会亲自到重庆去看看。

“促进双方文旅互融，是此次活动的目
的之一。”重庆市中新项目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加坡·重庆周”是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的标志性活动之一，它能够吸引更多
新加坡居民关注重庆，到重庆游玩。

重庆市渝中区常务副区长邓光怀非常
同意这一看法。新加坡是世界知名的旅游
国家，每年都会吸引全球大量游客前往。
所以“新加坡·重庆周”不仅是面向新加坡，
也是重庆向全球推介旅游资源的机会。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推动下，近 10
年来，重庆与新加坡在文旅领域的合作已

结出累累硕果。
比如，新加坡群策环球控股建成渝西

地区首个国际酒店；新加坡尧泰汉海文旅
集团建成汉海海洋公园；成立中新（重庆）
文化和旅游产业联盟，渝新两地超过 140
家企业、机构成为联盟成员。

据统计，2024年新加坡赴渝入境过夜
游客达 8.6万人次、同比增长 467.7%，位居
重庆主要入境客源国家和地区前5位。

文旅只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为两地架
起民心相通之桥的一部分。近10年来，在
教育、医疗、康养等领域，双方搭建了多个
人文交流平台。

以教育领域为例，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推动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两江新区设立重庆
研究院，目前已建成 4个研发中心和 11个
专业实验室，累计孵化企业40余家。

同时，重庆与新加坡高等院校共同搭
建人才培养通道，累计选派 7 批次 196 名
中小学校长赴新加坡参与卓越校长工程
中新合作培养计划，助力重庆打造西部人
才中心。

重庆农产品出口有了最好
的“落脚点”

“这些柠檬都是我们从潼南空运过来
的，就是想让新加坡居民感受一下重庆柠
檬的味道！”在“新加坡·重庆周”的渝味
360碗美食展区，中国烹饪大师、中国川菜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右福一边切柠檬，一
边招呼前来品尝美食的观众。

这并非潼南柠檬首次“登陆”新加
坡——早在2020年，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框架下，依托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潼
南柠檬就直接出口到新加坡，成为重庆鲜
果直销新加坡的“第一单”。

“以前我们的柠檬经过深圳周转，需要
30 天才能到东南亚等地区。现在直发新
加坡只需要 10天，对企业而言，不仅节约
了物流时间，也提升了竞争力。”重庆市潼
南区相关负责人说。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助力下，潼南
柠檬及其加工产品已出口俄罗斯、印尼、新
加坡等30余个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出口
份额占全国 50%以上，重庆市潼南也因此
成为中国柠檬最大的出口基地。

与潼南柠檬出海路径相似的，还有忠
县忠橙。

同样是在2020年，重庆市中新项目管
理局、重庆海关、忠县政府三方一起，成功
将忠橙出口到新加坡，让忠橙实现了常态
化出口。

重庆还成功探索出一条可复制推广
的农产品出口路径：通过中新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这样的开放平台对接海外，特
别是新加坡的市场与销售渠道；区县选
择优质产品，并以龙头企业统筹生产、分
拣等前期环节；海关、商务委等部门负责
出口资质认定和前期生产监测；专业的
货代、外贸公司负责手续认定、物流选择
等中间环节。

“因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新加坡成
为重庆农产品出口最好的‘落脚点’。”重
庆市中新项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
今，通过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云阳
菊花、荣昌血橙、巫山脆李、石柱黄精等重
庆农产品都成功出口到海外，实现累计贸
易额超 2.5 亿元，直接带动 2024 年重庆农
产品出口达到 16.3亿元、同比增长 39.8%，
增速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34.5个百分点，位
居全国前列。

新的突破，还在继续。
今年 3 月，重庆首次将猪肉罐头出口

到新加坡，意味着重庆的肉类加工品闯入
了全球准入要求最严苛的市场之一。在本
月3日举行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实施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期间，重庆德佳肉类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新加坡一丰有限公司签
署合作协议，新加坡一丰将代理重庆德佳
的午餐肉、熟食等产品。

“这次签约，为我们进一步打开新加坡
市场提供了底气。”重庆德佳董事长赖维学
表示，预计到 2026 年，公司出口新加坡产
品金额将达1080万美元。

四大重点领域合作全面开花

就在“新加坡·重庆周”启动的当天，
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论坛暨中新金融峰
会也同步举行。之所以选择陆海新通道
这一主题，是因为它与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关系密切。

重庆市中新项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确定落户重
庆时，物流就是双方明确要重点聚焦的
领域。但同时，双方也认为，在该领域要
摆脱“项目投资”思维，尽量发挥物流的

辐射带动作用。
于是，重庆、广西、新加坡三方一起，

讨论出一条“重庆铁路港—广西北部湾
港—新加坡港”三港联动的物流路线。
这便是陆海新通道的雏形。从某种程度
上看，也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催生了陆
海新通道。

如今，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 127 个
国家和地区的 567 个港口，运输货物品类
达到1250余种。2024年，重庆经西部陆海
新通道共运输货物25.18万标箱、同比增长
41%，货值467亿元、同比增长67%。

除了物流领域，金融、航空、信息三大
重点领域也实现全面开花。

在金融服务领域，双方开辟中新跨境
投融资通道，累计融资金额 217 亿美元。
重庆企业在新加坡发行债券数量排名全国
前 3位，落地中西部地区首笔合格境内有
限合伙人试点、全市首笔跨境绿色债券、渝
新跨境电商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等创新成
果。新加坡在渝设立24家金融类机构，注
册资本金约10亿美元。

在航空产业领域，重庆与新加坡国际
航班已实现每周24班次，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打造了新加坡航空（重庆）保税航材分
拨中心，有效降低航材运营成本 20%以
上。重庆机场集团与樟宜机场集团合资成
立中新（重庆）机场商业管理公司，管理和
运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零售、餐饮、休闲服
务等6项非航业务。

在信息通信领域，中新（重庆）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顺利开通，这也是中国
首条面向单一国家点对点的国际数据专用
通道。推动万国数据公司在渝投资6亿元
建设数据中心，为渝新两地企业提供便捷
高效的跨境数据服务。

除了四大重点领域，合作领域还在持
续拓展。在联合实施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上，渝新双方明确要进一步拓展新兴领域
合作，即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合作及人工
智能等领域延伸。

近10年来，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带
动下，渝新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人文纽带不
断加强、标志性项目相继落地，有力促进中
国西部和东南亚国家互联互通。截至目
前，双方累计签约政府和商业合作项目
347个，新加坡在渝新设企业 167家，新加
坡成为重庆最大外资来源国，东盟成为重
庆最大贸易合作伙伴。

■文/王瑞琳

盛 事 恢 弘 ，来 路 不 凡 。
2023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主
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
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

“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
时隔半月，首届大会在重

庆隆重启幕，8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近 1000 位国内外嘉
宾齐聚山城，同话创新发展。
那一年，重庆行动果断，把“家
门口”的机遇化作“再出发”的
优势，与多国达成重要科技合
作意向，探索了“走出去”“引
进来”的新路径新模式。这一
次，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
流大会落地蓉城，成渝地区再
次共谋创新路径。

共同举办“一带一路”科技
交流大会，是被写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大
事、要事。近两年来，双方充分
发挥地区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国
际合作——从新签署科技合作
协议70余个，到实施300余项国
际联合研发项目，再到获批建设
全国首个“一带一路”国际技术
转移中心……两地携手、双核驱
动，西部腹地一步步变为创新前沿，为
共建“一带一路”积蓄巨大动能。

当“一带一路”的科技之光照亮巴
蜀，创新进取的未来跃然纸上。在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形势下，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各方的战略共识，
超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又一
次选择了中国方案。乘势而上、不负
众望，本届大会在首届大会取得成效
的基础上迭代升级：9场主题活动、11
场特色活动、8场圆桌会议、5场对接活
动，涵盖空间信息、人工智能等科创重
点领域，搭建企业找技术、成果找市场
的宝贵舞台。一束束科技的光亮不受
限于地域、不阻碍于语言，为各方互利
共赢驱散阴影，也见证成渝地区在国
际科创舞台上的闪亮登场。

合作没有终点，创新永不止步。
从山水之城到天府之国，“一带一路”的
科技之光映照出西部大地的协同之美。

（作者系重庆日报评论员）

■文/李卓群 凌 馨 徐瑞青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南郊
的 5座现代化工厂里，来自中国内蒙古的
优质羊绒纱线正在200多台全自动电脑横
机上编织成精美的衣片。经过 20多道工
序的精心制作，一件件品质优良的羊绒制
品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

马达加斯加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
一，工业发展相对滞后。1997 年前后，马
达加斯加加速推进经济改革。政府通过
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政策吸引外资，重点
发展纺织、服装等加工产业，同时积极加
入区域经济组织，推动经济向出口导向
型转变。

目前，纺织业成为马达加斯加制造业
中吸纳就业的重要行业。作为已在马达
加斯加深耕28年的中国企业，内蒙古鹿王
羊绒有限公司在当地建成 5 座现代化工
厂，总占地面积达 4.8 万平方米。工厂配
备252台全自动电脑编织机和3070套配套
生产设备，年产能达 200万件各类羊绒制
品，实现年出口交货值超 1亿美元。目前
企业员工总数3320人，当地员工的占比超
过99%。

今年 50 岁的生产助理里武海里马尼
特拉·尼艾纳·拉多已在马达加斯加鹿王

有限公司工作近 20年。他说：“自 2006年
加入公司后，我从学习机器操作开始，从
学员到操作员，再到管理 15人的领班，这
段经历让我收获良多。最让我自豪的是
能将先进技术引入马达加斯加。未来，我
希望更多本地员工能进入管理层，继续深
化马中技术合作。”

马达加斯加鹿王有限公司总经理夏
永海说：“自 1997年在马达加斯加建厂以
来，我们已累计培养 2万多名纺织专业人
才，他们中有的成为我们的企业骨干，有
的在许多同类型企业中担任关键技术和
管理岗位，为促进当地纺织业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

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实验室能力
验证计划开展

本报讯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认监委）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启动面
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实验室能
力验证计划。

据介绍，该计划是中国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在质量基础设施，特别是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领域的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食品贸易规模持续提升，种类
日益繁多。由于各国间实验室技术能
力以及检测方法的差异，“测不全、测
不准”导致食品未准入境的情况屡有
发生。其中，重金属污染以及兽药残
留超标问题备受关注，是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对华食品出口合规面临的突
出问题。经综合研究论证，此次能力

验证计划将聚焦重金属污染和兽药残
留领域，以铅、镉、铬 3种重金属及氯霉
素作为典型检测项目，从 2025 年 9 月
起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这两
个检测项目的国际能力验证计划。中
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测试评价
中心将作为技术支持机构，承担具体
实施工作。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设计、实施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食品检测能力验证计划，有助于提升
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等效性，深
化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合作，并进一
步增强贸易互信和消费者的质量安全
信心。

（李春剑 颜维琦）

（上接1版）
这是宁夏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的一个缩影。全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
向绿而行，宁夏深入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三年行动，出台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实施意见，印发特色
优势产业绿电园区建设规划，尽快把资源
能源优势转化为竞争和发展优势。

宁东基地每年回收利用废水年产回用

水 2400万吨，现代煤化工清洁能源使用比
例今年将提高至 50%，光伏板上发电、板
下治沙的“一地两用”模式年均固沙超万
亩……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
记、主任王汉武表示：“坚定不移推动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深度融合，牢牢守住宁夏特
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底色。”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宁夏特色优势产
业风生水起。全自治区建成先进光伏、高

端装备等百亿元级产业链和新型材料、现
代化工等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企业集聚、产
业集群发展的生态圈加速形成。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宁夏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
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打造‘千百十’亿
元级园区、企业、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
邑飞表示。 （徐元锋 张 文 秦瑞杰）

携手深耕28载 中马共织发展新纽带丝路故事

中方人员中方人员（（左左））为当地工人进行技术指导为当地工人进行技术指导。。 李亚辉李亚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