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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话语加快“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

新疆持续展现“亚欧通衢”新图景

丝路故事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双文丹2号隧道贯通
本报讯 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马东
铁）项目双文丹2号隧道7月1日正式贯
通。至此，该项目沿线41条隧道中的40
条已贯通。

双文丹 2 号隧道全长 9.88 公里，是
马东铁项目正线第二长隧道，2022年 8
月启动开挖，原计划于 2025 年 12 月实
现贯通。

项目业主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
首席执行官达尔维斯·阿卜杜勒·拉扎
克在当天举行的贯通仪式上说，面对复

杂地质条件，项目团队通过采用先进技
术，克服各种困难，有效降低对周边道
路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据了解，马东铁项目全线共规划建
设41条隧道，其中仅剩的云顶隧道已进
入最后开挖阶段，预计于 2025年 7月中
旬贯通。

马东铁项目是中马两国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设计全长600多
公里，建成后将带动马来西亚东海岸地
区经济发展，并极大改善沿线地区互联
互通。 （王嘉伟 毛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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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自良 初 杭 关俏俏

连霍高速“劈开”东疆戈壁，独库公路
“穿梭”天山腹地的草甸河谷；中欧班列组
成的钢铁驼队逶迤西行。荒漠沙海之畔、
高山盆地之间，一座座现代化交通枢纽工
程拔地而起，编织起贯通亚欧的立体交通
网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新疆独特
的区位优势，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从实际出发抓好对外开放工作，加快

“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使新疆成为我国
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曾通行不
便，而今年1月至5月这里累计接待国内外
游客 9034.23 万人次。从昔日的“边远地
带”到如今的开放前沿，新疆作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枢纽地位日益显现，持
续展现“亚欧通衢”的新图景。

联通欧亚大枢纽

夏日吐鲁番，地上热得喷火。在吐鲁
番市高昌区加依村，3505亩葡萄园里，“无
核白”葡萄挂满枝头。

曾经，崎岖道路让葡萄运输损耗大，
如今平坦柏油路直通高速，新建冷库保障
冷链运输，这里的葡萄可以最好的状态进
入市场。

依托连霍、吐和高速等干线公路与铁
路、航线共同织就立体交通网，吐鲁番实
现交通升级与产业链拓宽共进。吐鲁番
欧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欧佰都拉·
吾买尔说，凭借交通等区位优势，该企业
年销农产品1000吨，旺季带动500人就业，
培养了百名带货主播。

2024 年，吐鲁番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1%，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升，立体交通网
正驱动这座丝路重镇迈向新繁荣。

2024年，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 2.37
亿吨、同比增长 10.6%；新疆铁路阿拉山
口、霍尔果斯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
达16414列，同比增长14%；全疆27个民用
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超 4800 万人
次。从广袤无垠的沙漠到高耸入云的雪
山，立体交通网络助力新疆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格局。

晨曦微露，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
欧班列集结中心一片繁忙景象。一列列
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西出
国门。

随着阿富准铁路、格库铁路、和若铁
路、将淖铁路等重点铁路项目陆续建成，
新疆已形成以兰新铁路和兰新高铁为主
通道、临哈铁路为北通道、格库铁路为南
通道的“一主两辅”交通格局，越来越多的
大宗物资通过铁路运往疆内外。

国际陆港区区域合作，推动铁海联运

“一单到底”全程物流新模式，拓宽新疆
与欧洲之间的空中物流通道等，新时代
的丝绸之路正不断变得更多维、更立体、
更畅达。

巍巍天山脚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
场北区航站楼的启用，标志着新疆航空运
输迈上新台阶。焕然一新的乌鲁木齐天
山国际机场，将以年旅客吞吐量4800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 55 万吨、年飞机起降 36.7
万架次能力，搭建起贯通亚欧、东联西出
的“空中丝绸之路”。

近年来，新疆加快航空网络建设，航
线网络通达性大幅提升。今年1至5月，新
疆机场集团累计运营国际、国内、疆内航
线 总 数 548 条 ，同 比 增 加 115 条 ，增 幅
26.5%，创历史新高。

丝路向新惠八方

在古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节点——
喀什地区伽师县，一条新落成的公路上，
几辆车在一处交叉路口犹豫不前。一问
才知，原来是“导航”没跟上修路的速度。
伽师这片形似枫叶的绿洲，过去仅“叶尖”

“叶尾”有两条主路，县城中部大片区域仅
靠一条破旧老路连通，货车司机常因堵车
发愁。

伽师投资超6亿元建起一条近70公里
的新公路。这条 2023年底贯通的 S213公
路让原本偏远的西克尔库勒镇一夜蜕变：
曾经的“孤岛”上，道路两侧，一年多时间
路边冒出15家新企业。

“以前路远，新梅颠破相，客商看了直
摇头。现在老汉瓜、新梅变成‘金果果’。”
几公里外的英买里镇上，老果农赛买提
说，这两年家里人均年收入可达2万多元，
来自广东、四川的客商越来越多。

从“一条路困一方人”到“一路通惠千
万家”，天山南北翻动着交通发展的新篇。

6 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万亩

薰衣草正值盛花期，芦草沟镇漫心忘忧谷
景区游人如织。景区负责人李晓广介绍，
2021年起周边打通21公里全域旅游道路，
土路变柏油路，景区每天迎接近万名游
客，还带动周边特色饮食、毡房民宿、骑马
体验等业态蓬勃发展。

距霍城不足60公里，霍尔果斯口岸汽
车出口进入高峰，平均每天有 500余辆汽
车在霍尔果斯海关办理完通关手续后，由
霍尔果斯口岸驶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等。“新疆发展也在上‘高速’，今年企
业准备继续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
场，聚焦中亚、欧洲等重点区域，力争年贸
易额突破 40亿美元。”霍尔果斯中广智达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蒋丛杰说。

新疆“十四五”交通规划擘画的“疆内
环起来、进出疆快起来、南北疆畅起来、进
出境联起来”蓝图正加速落地，全疆已启
动“十五五”交通规划编制。在产业园区、
在陆路口岸，来自五湖四海的企业家和贸
易从业者越来越看重新疆的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发展。

车轮滚滚，大道如弦，古老丝路正在
奏响开放发展的新乐章。

■文/王 灏 薛 晨

上午10点，患有轻度认知障碍并伴有
抑郁症的王阿姨熟练地梳理起短发，戴上
布满脑电信号监测装置的“头套”，准备开
始调控治疗。与此同时，成都市第四人民
医院老年综合诊疗中心科研主任汪子琪
认真地注视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情绪信
号”……

“这是一次闭环精准调控治疗的临床
试验，通过‘头套’引入脑电技术，根据脑
电波信号，判断患者大脑状态，从而进行
精准的经颅磁刺激技术治疗。”汪子琪解
释道。

这项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成果，正是
出自中国-古巴神经技术与脑器交互“一
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联合实验室作为中国对外科技合作
创新的重要平台，旨在通过中外科学家的
务实合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创新之路建
设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2015 年，联合实验室的雏形——中
国-古巴神经科技转化前沿研究联合实验
室正式成立。2024年，联合实验室正式获
批建设。融合古巴在神经科学领域的深
厚积淀与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方面的
优势，该联合实验室致力于研发普惠型神
经技术，助力全球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应对
脑疾病负担。

“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推动合作，既
为伙伴国家开启机遇之门，也让科技成
果真正成为各国共享的发展红利。”古巴
著名脑科学家、联合实验室专家裴德乐
教授说。

截至 2025年 1月，中国已与 80多个共
建国家签署科技合作协议，建立70余个联
合实验室。科技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类似的合作还在
农业、生态等诸多领域开展。

1904 年，来自新西兰的伊莎贝尔·弗
雷泽女士从中国宜昌带走一把猕猴桃种
子，让猕猴桃在新西兰落地生根。

2014 年，中国—新西兰“一带一路”
猕猴桃联合实验室成立。双方围绕溃疡
病防控开展联合研究，有效降低了四川
等地的发病率。同时，针对新西兰潜在
生物入侵风险，在中方果园共同研究茶
翅蝽、桑白蚧等虫害的天敌和综合防控
技术。

技术交流方面，中方引进新西兰种质
评价体系和标准化种植技术并本土化优
化，利用南北半球季节差异实现全年全周
期研究。这些合作提升了中方育种与病
害防治水平，培养了专业人才，并为新方
储备入侵风险病虫害防控技术，实现互利
共赢。

“联合实验室的成果不仅惠及两国，
更与全球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
享，带来实实在在的农业改良。”中方主任
庄启国说。中国已成功举办多次猕猴桃
产业国际培训，吸引来自埃及、巴基斯坦
等国科技人员参与，助力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猕猴桃产业发展。

位于亚欧大陆另一端的克罗地亚，

有一个与四川九寨沟景观极为相似的
“姐妹”——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
这对“姐妹湖”的湖水清澈见底，呈现出
湛蓝色，宛如镶嵌在亚欧大陆两端的蓝
色宝石。

在“姐妹湖”的背后，中国-克罗地亚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守护着这两颗“蓝宝石”。两
国研究团队通过国际合作，揭示了藻类等
微生物塑造这些地质奇观的独特作用，同
时深入研究气候变化与旅游活动对湖泊
保护的影响，为世界遗产水系优化、保护
贡献策略。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
基。”中方主任李家堂表示，实验室将秉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核心理念，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智
慧力量。

从破解大脑奥秘到守护地球“蓝宝
石”，从前沿研究到产业应用，从尖端科技
到民生领域，这些联合实验室架起联通各
国的新桥梁，成为国际科技合作典范。

土耳其“中间走廊”计
划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协同对接十分重要，有
助于以更安全、更高效的
方式连接亚洲与欧洲。

目前，全球物流通道
经苏伊士运河通常需要约
35 天，经好望角约 45 天，
而一旦“中间走廊”相关投
资完成，运输时间预计将
缩短至15天以内。

“中间走廊”也称跨里
海国际运输走廊，起自中
国，经哈萨克斯坦和里海
水域至阿塞拜疆、格鲁吉
亚，并可延伸至土耳其和
欧洲国家。通过该走廊可
大幅缩短中国和欧洲之间
陆上和海洋运输时间。

中土两国于 2015 年
签署了关于对接“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计
划的谅解备忘录。随着双
方共同努力，两国逐步实
现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为中土全方位互利
合作的不断深化和双边关
系的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中企承建赞比亚最大光伏电站并网发电
本报讯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建）承建的赞比亚装机规模
最大单体光伏项目——卡布韦100兆瓦
光伏电站项目近日举行并网发电仪式。

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在仪式上表
示，这一项目的建成不仅显著提升赞比
亚的能源保障能力，也充分体现了赞中
两国合作正从政府层面不断延伸至企
业和民间层面。该项目并网发电对赞
比亚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发展和实
现能源多样化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驻赞比亚使馆参赞王莉在致

辞中说，能源合作已成为中赞两国合
作的重要支柱，中国将继续支持赞比
亚实现清洁能源发展目标，推动绿色
低碳转型。

卡布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位于
赞比亚中央省。据该项目经理杨占卫
介绍，项目预计年发电量约 1.8 亿千瓦
时，可满足约 15 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
求，缓解该地区约 30%的电力缺口。项
目还将为赞比亚矿业升级和农业现代
化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为当地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彭立军）

（上接1版）
面对超大洪水，当地干部群众与外来

的多支救援队携手并肩，投入抢险救灾。
承载着中国乡村足球梦想的绿茵场

被淹，近百人的救援队伍开动铲车等大型
设备，努力清理淤泥。

6 月 28 日，洪水又一次杀了个“回马
枪”，让前几天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从
凌晨5时到中午12时30分，榕江防汛应急
响应从Ⅳ级不断提升，直至Ⅰ级。

货车运来一批新的救灾物资——300
多床被子。顾不上疲惫，在微弱的灯光
下，志愿者们有序分发起来。

“早就听过‘村超’。这里受灾了，我

们也想尽一份力。”前一晚从四川宜宾自
发赶来的一支救援队的队长向辉说。

6月 30日，多台高压水车对地面进行
冲洗，历经风雨的“村超”球场上出现了一
道动人的彩虹。

榕江最大商场排涝完成、大型清淤车
顺利进入老城区受灾严重的场坝街……
小城正在一点点恢复。

供电方面，在前线指挥的南方电网
贵州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段荣华说，经过
夜以继日的抢修，受三次洪峰影响的榕
江已经实现“城区户户点亮、行政村村村
通电”。

供水方面，榕江县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他们正全力以赴克服困难，努
力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受灾区域全面恢复
供水。

灾难面前，有无数动人的温暖画面。
半夜 12 点的榕江县忠诚镇上，“大食

堂”灯火通明，“不能让救援人员饿肚子”，
村民们通宵达旦准备早餐；

全国道德模范阿里木江·哈力克从乌
鲁木齐辗转来到榕江县，在忠诚镇“大食
堂”切肉帮厨……

目前，榕江县已转入灾后重建阶段，
正在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灾后重建的“加时赛”，每个人都是
榕江的“守门员”。（胡 星 向定杰 蒋 成）

中外联合实验室奏响“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交响曲

车辆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排队等候通关驶向哈萨克斯坦车辆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排队等候通关驶向哈萨克斯坦。。 胡虎虎胡虎虎//摄摄

中国和新西兰双方专家在四川省德阳市一处猕猴桃试验田中查看植株生长情况中国和新西兰双方专家在四川省德阳市一处猕猴桃试验田中查看植株生长情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