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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直达 中亚味道飘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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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电网正式入股希腊克里特岛直流联网项目
本报讯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希腊

国家电网公司代表日前在雅典完成希
腊克里特岛直流联网项目公司20%的股
权交割，标志着国家电网正式入股希腊
克里特岛直流联网项目。

希腊环境与能源部秘书长亚里士
多德·埃瓦利奥蒂斯表示，“克里特岛直
流联网项目被誉为希腊电力系统稳定
基石的旗舰工程。自从 2017 年中国国
家电网入股希腊国家电网以来，两国在
能源领域的合作势头日益强劲，这也增
强了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心。”

中国驻希腊大使方遒表示，国家电
网成功参股克里特岛直流联网项目，是
中希携手合作、互利共赢的又一重要成

果。他表示：“这一合作标志着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希腊 2.0’国家
复苏计划的有效对接，对于深化中希能
源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克里特岛直流联网项目采用
先进的±500千伏柔性直流输电技术，海
底电缆全长 335公里，输电容量达 1000
兆瓦，是全球技术最先进、容量最大的
岛屿互联工程之一。项目目前已开始
试运行。正式投运后，将实现希腊第一
大岛屿克里特岛与欧洲大陆的强联网，
显著提升岛屿能源安全，增强清洁能源
接入能力，推动希腊向绿色低碳能源体
系转型，对希腊打造东南欧能源枢纽具
有重要意义。 （陈 刚）

■文/白 瑜 余 里 萧永航

随着一声笛响，一列满载中亚国家
奶制品、巧克力、糖果、面粉、食用油、饼
干等货物的国际货运班列缓缓驶入四川
成都国际铁路港。很多产自中亚国家的
食品出厂不到两周，就走上了中国百姓
的餐桌。

早起一碗哈萨克斯坦产的巧克力麦
片，用来自塔吉克斯坦的亚麻籽油炒个
菜，闲暇时吃一碟土库曼斯坦的干果，或
是乌兹别克斯坦独具风味的奶制品，蘸着
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品尝中亚国家
舌尖上的美味，已成为许多中国消费者的

新选择。
笔者来到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哈

萨克斯坦馆，室内矗立的星空毡房引人注
目。在这个面积达 120平方米的毡房中，
货架延伸至毡房穹顶，驼奶粉与巧克力、
糖果等众多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食品错
落陈列。

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负责人任建洪指
着货架上的骆驼模型说：“曾经，货物运输
靠传统驼队，如今‘钢铁驼队’一站直达。
成都是中亚班列枢纽城市，中亚货物搭乘
中亚班列，时间周期大大缩短，短则10天，
多则十几天，仅物流单项成本即可降低5%
到10%。”

成都中亚公共班列于 5 月 11 日起开
行，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乌兹
别克斯坦塔什干，全程4853公里。

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区管委会相关
人员介绍，成都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开
行站点覆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 4 个国家，
延伸至阿塞拜疆。中亚班列实行定点、
定线、定时发运，具有发车时间固定、运
行时效稳定、拼箱发运成本低等特点，为
中小型企业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物流解决
方案。

中国为促进农食产品贸易发展，已面
向中亚国家开通 8 条农副产品快速通关

“绿色通道”。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
年 前 5 个 月 ，中 国 对 中 亚 五 国 进 出 口
2864.2亿元，同比增长 10.4%，规模创历史
同期新高。其中，中国自中亚五国进口农
产品43.6亿元，增长26.9%。

当哈萨克斯坦的小麦在中国重庆转
化为优质挂面，塔吉克斯坦的奶粉销往中
国广东，中国新能源汽车也驶向中亚市
场。从“单向输出”到“双向流通”，都是中
国与中亚共享发展红利的缩影——内陆
变前沿，腹地成枢纽。

当“钢铁驼队”的汽笛取代了千年驼
铃，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贸易网络正随
铁轨延伸、蓬勃生长。

中吉两国山水相连，
共同国界线绵延 1000 多
公里，悠久的历史交往沉
淀了深厚的友谊。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两
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重
要驱动力。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
织，维护和加强国家间信
任与合作至关重要。元首
外交在中吉关系中发挥着
关键的战略引领作用。在
两国元首推动下，中吉保
持着高度互信，双边关系
达到新高度，中吉开启了
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
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吉
两国在经贸、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合作成
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继承了古丝绸之路的宝贵
经验，顺应了各国人民对
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多
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推
动下，地区互联互通网络
加快形成，促进商品、资本、
技术和人员交流往来。“一
带一路”为共建国家带来
了发展繁荣的机遇。

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超 过
30%；已成为14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以来，带动约 4000 万人
摆脱贫困……中国与各国积极深化务
实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发展
提供了重要动力。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三
大全球倡议等有利于凝聚国际社会团
结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力量，特别是通
过构建地区互信交流的平台，显著提
升了全球治理效能。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的召开符
合地区国家的期待，为拓展各方合作
的深度和广度擘画了蓝图。在当前国
际形势下，中亚与中国多层次多领域
合作正当其时。在相互尊重、睦邻友
好的基础上，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
战略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机制日益丰
富，在政治、安全、发展、人文等领域取
得丰硕合作成果，必将惠及各方发展
繁荣及地区和平稳定。

■文/李 奥

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布卡区，有
一座光伏电站正在建设当中。从远处眺
望，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整齐铺设，在阳光
照射下熠熠生辉。

这是由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卡263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超过57万兆瓦时，将
助力乌能源结构转型，迈向绿色低碳发展。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的穆赫托
罗夫是该项目的健康、安全与环境主管。
他的主要职责是保障作业区域的生产安
全、监督员工工作环境，并定期组织安全培
训课程。对清洁能源建设的热情促使他投
身这一行业。他为自己能参与该项目建设
感到骄傲，希望向中国同行学习更多先进
技能和经验。

负责项目质量管理工作的乌方青年员

工马马特库洛夫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太阳能
电池板的安装、电缆铺设及支撑结构的施
工质量。他说，乌兹别克斯坦清洁能源建
设关系到国家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投
身这项事业需要责任担当。他在同中国技
术人员的合作中学到很多东西，更坚定了
从事清洁能源建设的信念。

中方工作人员、项目现场经理柴旭辉
说，参与这个光伏项目实现了他的梦想。
在中乌双方团队科学规划下，施工人员齐
心协力，项目进展顺利。每当看到一排排
光伏板不断延伸，就会感到由衷自豪。

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陈强说，布卡光伏项目是中乌
双方深化绿色能源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生动实践。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
乌团队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统筹兼顾
生态保护与本地融合，不断提升项目管理
水平和技术能力。下一阶段，项目团队将
持续稳步推进工作，为乌兹别克斯坦优化
能源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中国
智慧与力量。

（上接1版）
“如果按照粗放式管理模式，这道题的

解法简单得多。而切成小块招商，数量多
了，压力也成倍增加。”陈志舟将厦门产业
园的“小地块规划”“高效率决策体系”等经
营理念和招商模式充分借鉴过来，发挥了
重要作用，“我们将持续打造闽宁协作的

‘升级版’”。
“推动闽宁产业园提质增效”正是《闽

宁协作第二十八次联席会议纪要》里的重
要任务之一。

2024 年 10 月 24 日，闽宁对口扶贫协
作第二十八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两省
区 31个对口部门和单位签订了一批战略
合作协议。

像这样的联席会议，每年轮流在两省
区举行，从未间断。

截至 5月底，闽宁两省区共建立 12家
闽宁产业园，266 家企业入园投产。闽宁
数字经济创新产业园、闽宁电子信息产业
园等闽宁协作的“产业+”模式纷纷落地宁
夏，迸发巨大活力。

——接力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
福建援宁干部、吴忠市红寺堡区委副

书记陈荣煌回顾挂职工作经历，每一个时
间节点、每一项任务清单都历历在目：2023
年 8 月挂牌成立红寺堡区闽宁产业园；
2023年 9月签订招商协议，首次引进落地
投资超亿元的闽籍企业；2024年投资新建
标准化厂房、改造维修老旧厂房……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到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
地招商。

陈荣煌还有一个身份——“福建省第
十三批援宁工作队红寺堡区工作组组
长”。最近，他忙着和组员一起，为“十五
五”闽宁协作规划谋划新思路：推进清洁能
源产业布局，打造形成源网荷储一体化清
洁能源装备产业集群；深入挖掘“土特产”
资源，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搭建闽

宁两地用工双向需求信息平台，带动劳务
输出，形成长期、稳定、高效的闽宁劳务协
作机制。

夏日午后，隆德县第四中学初一年级
地理课上，来自厦门大学第26届研究生支
教团隆德分队的兰佳祥老师正在用有趣的
科普视频，让学生直观了解什么是宇宙、地
球。支教一年来，为了让孩子们听好课，兰
老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

两地同上一堂课、心怀同一份事业、扛
起同一份责任、许下同一个愿望……闽宁
协作以来，福建已经有 13批 229名干部来
到宁夏传导理念、传播技术，宁夏派出 21
批362名干部去福建挂职锻炼、开阔眼界，
两地干群携手并肩、代代接力，共同谱写新
时代东西协作新篇章。

——久久为功，社会各界齐动员
端午节，红寺堡产业园的“农业合伙

人”刘思胜没有休息，他温棚里的辣椒正值
采摘旺季。

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
集中安置区，居住着来自西海固的20多万
移民群众，老刘是其中之一，“刚搬来时候
住地窨子，日子比《山海情》里演的还苦，再
看现在的日子，祖辈都没有过，心里面满满
当当的”。

在闽宁协作框架下，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社会协同的多元参与机制日渐成熟。

协作领域不断拓宽：截至 2024 年底，
福建省 39个县（市、区）先后与宁夏 9个重
点帮扶县（区）和闽宁镇结成帮扶对子，协
作从单一的经济援助，发展为人才、教育、
医疗、科技、文旅等多领域全面合作。

协作成果更加丰硕：1527家企业投资
落地宁夏，实际到位资金977.54亿元，从马
铃薯、菌草产业，发展到葡萄酒、能源开发
等高附加值产业。

协作路径愈发清晰：深化“山海情”文
旅品牌、共建产业园区、聚焦招商引资、推

动电商平台与实体产业结合……从产业帮
扶到制度创新，从资源整合到文化共融，协
调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

农业农村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
任黄承伟说，闽宁协作为代表的东西协作，
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途径，是彰显我国政治优势和制
度优势的生动实践。

从“东西协作”到“南南合
作”：激荡同心共富山海回响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
期坚持下去。”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
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

8年过去，2024年 6月，总书记再次来
到宁夏。抵达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就关切
询问了闽宁镇的近况。20多年来，总书记
一直挂念着乡亲们。

“听说现在建设得很好，也有了特色产
业。过去这么艰苦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出
葡萄美酒的地方，令人感慨和欣慰啊！”

站在闽宁协作的第 29 个年头展望未
来，山海情深、携手发展的故事早已走出
闽宁镇，东西部协作成为驱动西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孕育高质量发展新
趋势。

——“闽宁携手”拓展至“东西协作”
5月 29日，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上，东部 8
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在会上签署
了2025年协作协议。

5 年过渡期以来，东西部协作持续深
化，东部省（市）人才、资金、资源等不断向
西部脱贫地区汇聚，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

在四川西南小凉山地区，峨边彝族自
治县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结亲”，在产

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消费帮扶等
6方面全面协作。

青岛市崂山区自对口帮扶甘肃省陇西
县以来，先后投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
3950万元，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等。

……
“大别山建工”撬动千亿产业，“临夏阿

姨”实现从黄土坡到鹭岛的幸福迁徙，“吕
梁山护工”成为走出大山的“金名片”……
这背后是闽宁同行、滇沪协作、苏藏联动等
一系列东西协作的故事。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东西
部协作方面，今年将重点做好消费帮扶等
工作，突出抓好“促消费”，推动东部省份优
质购销主体、网络营销资源与西部地区更
加紧密衔接，促进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产品
顺畅销售。

——“单向援助”迭代成“双向奔赴”
2025 年 4月 7日 17 时，伴随着火车汽

笛一声长鸣，满载1400吨50车的聚氯乙烯
货物列车，从银川铁路物流中心惠农营业
部宁夏陆港国际有限公司专用线驶出，将
经天津港下水后，搭乘海运班轮抵达福建、
广东等沿海地区。

这是宁夏境内开行的首趟多式联运
“一单制”货物列车。

随着西部地区产业基础提升，比较
优势凸显，东西部协作的“双向奔赴”成
为现实。

在贵州，大数据关联硬件制造等企业
与广东相关企业携手，实现加速产品迭代，
技术升级；

在陕西，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新能
源汽车配套、特色电子设备等企业与江苏
企业联合，形成优势互补，拓展更广阔发
展空间；

……
生产要素的跨域重组，标志着协作机

制已演变为涵盖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

立体化共生系统。这种变化正在重塑区域
经济地理格局。

——“输血帮扶”升级为“造血发展”
干部们改变思想、提升作风、学到技

术……东部沿海地区“爱拼才会赢”的精
神，也渐渐融入西部干部群众思想观念
中，让更多群众有了“敢拼善赢”的发展
信念。

从只有小学文化的西海固“留守主妇”
变成“乡村主播”，马燕就是其中一员。这
几年，她通过当主播学会了识字、操作手机
和电脑，月收入超4000元。她和姐妹们的
直播间日订单超过2000单，在10余个网络
平台开辟网销门店，不仅将宁夏特色农副
产品销往全国，还搭建起“巧媳妇儿”脱贫
创业超市，将福建的“八闽好物”等引进宁
夏卖给游客。

《巧媳妇数字乡村助力弱势群体发展
——闽宁禾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为
2024 年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的最佳减贫案例，并将被收录进南南合作
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中外减贫案例库及
在线分享平台。

2024 年 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科摩罗总统阿扎利
时，谈到中国电视剧《山海情》在科热播，表
示“中方愿同科方开展减贫合作，支持科摩
罗人民将自身区位优势和海洋资源转化为
发展动能，不断延续构建中科命运共同体
的‘山海情’”。

志合者，越山海而共鸣；同心者，向未
来而共进。

中国菌草技术已在全球超过100个国
家落地；“中国模式沼气”和“稻田养鱼”等
技术开启乌干达农业新模式……中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模式惠及更多国家。

山海作证，29 年接力书写闽宁传奇，
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注脚。

（刘紫凌 侯雪静 任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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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承建非洲最长矮塔斜拉桥正式通车
本报讯 由中国土木和中铁十五局

联合承建的非洲最长矮塔斜拉桥——
坦桑尼亚马古富力大桥项目日前正式
建成通车。

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通车仪式
并为项目剪彩。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
瓦、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健等共同
见证通车仪式。

哈桑在致辞中感谢中国长期以来
为坦桑尼亚发展提供的帮助，并对中国
土木等承包商在建设过程中展现的精
湛技术与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高
度赞赏。她说，马古富力大桥通车使维
多利亚湖两岸原本2个多小时的通行时
间缩短至5分钟左右，是“坦桑尼亚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将成为推动坦
桑尼亚与邻国贸易往来的关键枢纽。

陈明健表示，马古富力大桥是共
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同时也是
中坦合作的典范。中国土木作为项目
承包商，在建设过程中充分践行属地
化管理理念，体现了坦桑参与、坦桑受
益的概念。

项目副经理秦榕表示，马古富力大
桥全长 4.66 公里，设双向 4 车道，设计
时速 120 公里。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高
度重视本地人才培养与产业带动，本地
员工占比近 95%。项目累计创造近
3000 个就业岗位，培养逾 1500 名专业
技术工人。 （华洪立）

阳光下的绿色希望
——探访中企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卡光伏项目

成都国际铁路港成都国际铁路港 。。 唐文豪唐文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