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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话语

中国中亚携手同行 共促可持续发展

哥伦比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首个大型基建项目开工
本报讯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

亚西部有轨电车项目当地时间6月17日
在昆迪纳马卡省法卡塔蒂瓦市举行开工
仪式。这是哥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首
个落地实施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将连通首都波哥大
市与昆迪纳马卡省的四座市镇，成为连
接哥首都与周边卫星城市的首条有轨
电车线路。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仪式上致
辞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哥方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启动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其
意义远超交通本身，这是哥伦比亚应对
气候危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升
民众生活质量的关键举措。

哥交通部长玛丽亚·罗哈斯说，作
为哥伦比亚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该项
目是国家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标志着全国铁路网复兴计划迈出

关键一步。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京阳表示，

佩特罗总统上个月成功访华，哥正式加
入“一带一路”倡议，这在中哥双边关系
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中方将与哥伦比
亚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哥
方融入全球互联互通。

承建方代表、中国铁建旗下中国土
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管嘉欣
表示，该项目将新建 39.66 公里双线电
气化铁路、17座车站、10座桥梁、1座大
型车辆段。

波哥大是哥伦比亚首都和昆迪纳
马卡省省会。波哥大市区人口约 790
万，加上周边地区人口约为1070万。多
年来，居住在波哥大周边、在市区工作
的居民一直面临通勤时间长、出行不便
的困扰。该项目通车后，沿线民众日常
通勤时间将缩短。 （李子健）

■文/赵 嫣 缪晓娟 韩 梁

6 月的阿斯塔纳，处处生机盎然。应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邀请，习近平主
席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出席第二届中国－
中亚峰会。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擘画下，中哈命
运共同体成色更足、内涵更丰富，实打实、
惠民生的成果持续涌现，有力提升了两国
人民的获得感。”当地时间 6月 16日下午，
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会谈时强调，
两国“要齐心协力推进全方位合作”。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召开前夕，笔
者从北京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札纳塔
斯、阿拉木图、拉哈特古城遗址等地，最后
到达阿斯塔纳，一路追寻绿色发展的脚
步、感受智慧城市的活力、触摸丝路古道
的脉动……如今，伴随中哈命运共同体建
设日益深入，古老的丝路花开满径，中哈千
年友谊的时代新篇正在铺展。

“把坏天气变成好天气”

“把坏天气变成好天气”——哈萨克斯
坦青年马克萨特·阿比尔加济耶夫这样总
结自己在札纳塔斯风电项目的工作。当地
常年大风，这样的“坏天气”却由于风电项
目变成了生产绿色能源的“好天气”。

在哈萨克语中，“札纳塔斯”是“新石
头”的意思。这里曾是磷矿石开采和化肥
生产中心，阿比尔加济耶夫原是当地磷矿
场的一名电力工程师。2020年，他在而立
之年作出一个“拥抱未来”的决定——加入
正在建设的札纳塔斯风电项目。他相信，
风能所代表的清洁能源将造福家乡和哈萨
克斯坦的未来。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算，哈萨克斯
坦风力发电的潜能高达每年 9200 亿千瓦
时，南部地区资源尤其丰饶。随着共建“一
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
政策深度对接，中哈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
札纳塔斯风电项目就是其中之一。项目于
2021年 6月竣工投产，成为当时中亚地区
最大风电场，极大缓解了哈萨克斯坦南部
缺电问题。

如今，札纳塔斯一期、二期工程均已投
产发电，能满足20多万户当地家庭用电需
求。国家电投哈萨克斯坦能源投资公司札
纳塔斯风电项目部负责人俞玉青表示，哈
萨克斯坦近年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希望
在2050年前清洁能源占比达到50%。“哈萨
克斯坦对清洁能源有需求，中国有成熟的
技术跟设备，这样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智慧城市就是让市民的生
活更轻松、更美好”

“这里显示所有公共交通的实时数据，
包括公交车、有轨电车和地铁。你看，数据
显示今天已有 3000 次出行，现在是早上，
今天又是假期，所以出行相对较少，比昨天
同时段少72%。”在阿拉木图市公共交通调
度中心的一面屏幕前，阿拉木图市数字化
局局长扎纳别克·奥尔扎斯详细介绍这座
历史名城的智慧交通系统。

如今，阿拉木图市的居民可以通过一
款集成式手机应用程序更便捷地出行。人
们可以看到每辆公交车的状态，包括司机
信息、车辆是否正在按照路线行驶等，还可
以在手机上支付车费。

奥尔扎斯说，在大力推动智慧城市建
设过程中，阿拉木图正同中国深圳展开合

作、汲取智慧。
眼下，阿拉木图市政府正借鉴深圳经

验，双方有望共同开发数字孪生技术平
台。“如果试点成功，下一步会考虑全面铺
开。”奥尔扎斯说。

“文物是无声的外交官”

拉哈特古城遗址承载着丝绸之路历史
记忆的辉煌篇章。在这里，2017 年，中哈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启首次田野考
古合作。

从高台遗址到重要大墓，8年来，两国
考古学家陆续合作发掘出多个古代人群的
文化遗存。

“文物是无声的外交官。”中国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室主任丁
岩说，“自古以来，中亚地区是经济、交通、
文化交融交流的十字路口，考古工作意义
重大。”

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与战略大学校长
方灿荣认为，古丝绸之路的深厚历史遗产

正得到传承，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哈中两国在学术和文
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前景令人期待”。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推动中国同
中亚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杰
西卡·尼菲说，哈萨克斯坦成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展望未来，哈萨
克斯坦希望在数字创新、人工智能、清洁能
源等领域走在前列，期待中国能在这些领
域提供经验支持。

2013 年 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
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
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
业。”习近平主席这样寄语未来。

丝路古道，有长河落日，有驼铃阵阵。
斗转星移，新时代丝路上，有美美与共的文
明对话，也有“钢铁驼队”呼啸而过。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壮阔征程上，中国
正同中亚国家携手并肩，共绘友谊合作的
时代新画卷。

■文/杨 喆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日利亚阿布贾
大供水项目当地时间 6 月 16 日举行竣工
仪式。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在首都阿布
贾出席仪式时表示，感谢中国企业和中国
朋友帮助更多尼日利亚家庭获得安全充
足的水源。

提努布表示，这一项目的竣工将减少
尼民众使用不安全水源的情况。“我们正在
向世界展示，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
基础上的伙伴关系能够产生真正影响。”

中地海外尼日利亚有限公司总经理钟
翔表示，作为尼首都“城市生命线工程”，阿
布贾大供水项目将解决约300万居民的用
水难题，帮助培养数千名本土技术人才。

据悉，作为尼首都供水网络的“主动
脉”，阿布贾大供水项目包括422公里新建
供水管网，总供水能力达每天 48 万立方
米，将有效解决尼首都地区有水厂供水但
无管网输送的情况，打通供水系统“最后
一公里”。该项目由中地海外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全流程设计与建设，采用了中国设
备、中国标准和中国技术。

■文/阿卜杜加尼·马马达齐莫夫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在哈萨克斯坦举行，这一盛
会顺应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流，符合中亚与中国人民的
共同期盼，将有力推动中亚
国家同中国关系高水平发
展。相信峰会达成的丰硕成
果，将进一步深化中亚与中
国友谊与合作，为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亚—中国命运共同
体注入强大动力。

中国是中亚国家重要的
合作伙伴，近年来在经贸、能
源、农业等诸多领域保持强
劲合作势头。2024 年，中国
和中亚五国贸易总额达到
948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
一项项实打实、沉甸甸的合
作成果，生动诠释着中亚中
国合作的生机活力。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
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
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的国家之一。在双方共建“一
带一路”进程中，许多中资企业来
塔投资兴业，中塔公路、亚湾—瓦
赫达特铁路隧道、亚湾水泥厂等项
目，有力促进了塔吉克斯坦的互联
互通和产业升级，为塔经济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双方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和塔吉克斯坦“2030 年
前国家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助力
彼此现代化建设，为两国民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福祉。

中国积极帮助包括中亚国家在
内 的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培 养 人 才 。
2022年底，中国在塔吉克斯坦建设的
中亚地区第一家鲁班工坊正式启
动。鲁班工坊契合塔吉克斯坦青年
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规划，为塔填补人
才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已
为 1500 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学
习和实训机会。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发生
深刻复杂变化，面对地缘冲突、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等重大挑战，国际社
会需要共同采取行动。中亚五国与
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的
天然成员，应加强团结协作，更好维
护自身发展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互利合作，携手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亚—中国命运共
同体，将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注
入强大正能量。

和平发展、繁荣稳定是中亚和
中国的共同追求。期待以峰会为契
机，中亚国家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各
领域合作，共绘中亚中国合作美好
蓝图。
（作者为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学者）

（上接1版）

二、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现代化

王毅说，中国与中亚五国同为发展中
国家，一直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12
年前，正是在阿斯塔纳，习近平主席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共建“一带
一路”为主线，六国贸易投资蓬勃发展，重
大项目接踵落地，互联互通加快推进，形成
了务实高效、深度融合的合作格局。

本届峰会最鲜明的主题是六国元首共
同宣布2025至2026年为“中国中亚合作高
质量发展年”。各方将聚焦贸易畅通、产业
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农业现代化、人
员往来六大优先方向，推动取得更多可视
化成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习近平主席
同中亚五国元首见证签署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行动计划，这是中国首次同周边单
一区域内所有国家整体签订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从战略高度和区域层面统筹
推进合作，让中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示
范区的成色更足，动力更强。中方将同中
亚国家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加快实施一批
重大项目。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元首会晤时，一致同意高质量推
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力争早日建成，各方受
益。中方还将同哈萨克斯坦加快推进中哈
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同塔吉克斯坦实施中
塔公路二期关键路段改造，同中亚各国深化
中欧班列和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合作，推动

中亚地区由“陆锁”向“陆联”转型，真正成为
连通欧亚大陆的“黄金十字路口”。

中国是中亚国家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
伙伴。西安峰会以来，双边贸易额实现35%
的大幅增长，去年达到948亿美元的历史新
高。习近平主席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
化，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愿同中
亚国家开展更高质量合作，深化利益融合，
实现共同发展。各方一致认为，关税战、贸
易战没有赢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没有出
路。六国元首共同为中国－中亚贸易畅通
合作平台揭牌，重申致力于巩固以世贸组织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六国达成加
强经贸合作的行动计划，中哈签署新版投资
保护协定，中乌成功结束乌加入世贸组织的
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以实际行动显示反对单
边主义、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坚定意愿。

为了回应中亚渴望振兴、提升自主发
展能力的迫切需求，习近平主席宣布在中
国中亚合作框架内建立减贫、教育交流、荒
漠化防治三大合作中心，未来两年为中亚
国家提供 3000 个培训名额。习近平主席
强调，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共享发展经验和
最新技术成果，促进数字基础设施联通，加
强人工智能合作，培育新质生产力。中亚
各国元首高度评价对华合作，感谢中方无
私支持帮助，认为中国以自身发展为中亚
人民带来美好新生活。哈萨克斯坦总统托
卡耶夫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
邦、亲密朋友和可信赖伙伴，两国永久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正进入新的黄金时代。托卡

耶夫总统在主持中国－中亚峰会时用中文
感谢中国同中亚国家全面合作，并表示哈
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倡导构建周边命运
共同体，这一愿景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强调珍视双方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睦邻友好的战略伙伴关
系，中国是吉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欢迎更
多中国企业赴吉兴业。塔吉克斯坦总统拉
赫蒙忆及习近平主席去年对塔进行历史性
国事访问，表示愿积极落实访问成果，将塔
中战略合作提升到新水平。土库曼斯坦总
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认为土中关系全面深
入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愿全面拓展对
华合作，造福双方人民。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乌中亲如兄弟，愿同
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学习中国脱
贫攻坚经验，推动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

王毅说，同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
是中国的责任担当，也是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的应有之义。中国从不追求独善其身的
现代化，而是致力于与各国共同发展、合作
共赢。中国和中亚国家务实合作破解的是
发展难题，汇聚的是共进力量，托举的是共
同繁荣。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
放为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更
多发展机遇，与各国携手走出一条宽广的
共同现代化之路。

三、相知相亲，坚持永久睦邻友好

王毅说，“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

途”是中国同中亚国家传统友谊与历史交
往的写照。进入新时代，中国同中亚国家
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友好交往佳话频传，民
意基础更加深厚。

本届峰会最重大的创举是六国元首共
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
形式将世代友好的原则固定下来，这是六
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条约的签署显示中国同中亚国家政治
互信达到新高度、战略协作迈出新步伐、民
心相通实现新跨越，将为中国同中亚国家
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筑牢根基。在动荡不安
的国际形势下，六国坚持和合共生，致力于
使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和平、和睦、和
美的发展沃土。

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国家在地方合
作、人员往来、教育交流、文化旅游等领域
达成一系列新的合作成果，拉紧了同心同
德、相知相亲的人文纽带。习近平主席宣
布，中方将在中亚开设更多文化中心、高
校分校、鲁班工坊、中医药中心等，在中国
高校增设中亚语言专业，继续实施好“中
国－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加强同中
亚国家立法机构、政党、妇女、青年、媒体、
智库等合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六国元首见证签署多份友城协议，中
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城数量突破 100对，完
成了习近平主席 3年前提出的倡议目标。
北京和杜尚别直航首飞，中国同中亚国家
首都直航实现全覆盖。六国签署促进人员
往来便利化合作倡议，同意出台简化签证

手续等便利化举措，让中国和中亚国家民
众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各方商定积极
推动互设文化中心，合作开展“中国－中亚
文化和旅游之都”评选，联结六国历史文
脉，传承千年丝路情谊。此行期间，《平

“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在中亚
五国播出，习近平主席引用的中国诗文典
故广受当地民众关注和喜爱。

王毅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
与中亚国家的传统友谊由人民书写，美
好未来也将由人民创造。在习近平主席
和中亚五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中国同
中亚国家之间架起一座座交流互鉴的桥
梁，打造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
间、从毗邻地区到更广区域的“心联通”
格局。人民相知相亲、文明交流互鉴将
成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
支撑，让六国世代友好的理念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

王毅最后说，此次习近平主席的中亚
之行立足周边、谋篇全局，引领了中国－
中亚机制发展、推动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
设，也汇聚了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共识，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又
一次成功实践。行大道者得人心，凝众志
者成其远。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我
们将继续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高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开拓进取、主动
有为，不断书写中国同世界各国彼此照亮、
相互成就的新篇章，助力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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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解决300万居民用水难题

中企承建尼日利亚供水项目竣工

尼日利亚阿布贾居民在阿布贾大供水项目试取水时前来接水尼日利亚阿布贾居民在阿布贾大供水项目试取水时前来接水。（。（中地海外尼日利中地海外尼日利
亚有限公司供图亚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