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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象 台

发展之路——
“效率最高、最可靠的基础设施”

从内罗毕至蒙巴萨，是肯尼亚亦善农
业种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昌洪运输农产品
的一条必经之路。过去，物流运输堵点不
断，令他格外“头痛”。

“内罗毕位于肯尼亚中西部高原地带，
和蒙巴萨港海拔差距巨大。以前，我们主
要依赖公路运输。一路上坡陡弯急，往返
一趟需要花上好几天时间。遇上突发路
况，耽误工夫不说，安全隐患也大。”李昌
洪告诉本报记者，蒙内铁路开通后，当天
预订货柜，第二天即可装箱发车，数百公
里的路程当日即达，运费下降了近一半。

“标轨铁路取代了过去老旧的米轨铁路，更
加安全稳定，我们心里也踏实了！”

人享其行、货畅其流，蒙内铁路已经成
为肯尼亚的一条“黄金通道”。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6 月 30 日，蒙内铁路已累计发送旅
客794.5万人次，发送集装箱181.7万标箱，
发送货物2029.3万吨。目前，蒙内铁路日均
开行 6 列旅客列车，平均上座率在 90%以
上。今年上半年，蒙内铁路日均开行17列货
物列车，发送货物超过300万吨。

“蒙内铁路是肯尼亚效率最高、最可
靠的基础设施。”肯尼亚铁路公司总经理
菲利普·马伊恩加盛赞。

更大的利好还在释放。作为东非第一
大港，繁忙的蒙巴萨港拥有 17 条国际航
线，与全球约80个港口有业务往来，东非
地区的大部分货物都从这里进出。有着

“东非小巴黎”之称的内罗毕则是东非经
济中心。连接两地的蒙内铁路，已经成为
东非多国经济的生命线，为地区互联互通
和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助力。

“进口货物运抵蒙巴萨港后，由码头
装车转运，经蒙内铁路运往内罗毕，再运
至其他城市及周边国家。这种海陆联运的
方式提高了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了蒙巴
萨港在地区贸易中的地位。”在肯尼亚从
事进出口贸易的卓武告诉本报记者，肯尼
亚政府在进出关手续上推出一些优惠措
施，基本可以保障货物实现“海—陆—
库”的无缝连接。

2019年12月，蒙内铁路延长线——内
马铁路一期建成通车。2020年5月，奈瓦沙
集装箱内陆港建成，成为内马铁路上重要
的货运枢纽。“铁路线延伸，意味着发展机
遇的延伸。”卓武说，“我们计划在奈瓦沙地
区加大投资力度，‘迎来送往’更多来自非
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货物。”

合作之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最近，在中国路桥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
司工作的肯尼亚姑娘康西莉亚·奥维尔，又
一次升职了——她被公司任命为机辆部副
部长。这几年，从一名普通学员到列车司机，
再到公司管理层，康西莉亚快速成长起来。

谈及自己的“列车情缘”，康西莉亚总
爱从中国宝鸡讲起。“记得我第一次体验开
火车，就是在中国宝鸡，当时特别紧张。”

2016年，就读于电气工程专业的康西
莉亚在毕业前参加了蒙内铁路火车司机和

工程师面试，成为蒙内铁路首批招募的7
名女司机之一。2017年1月，她赴中国陕
西宝鸡铁路技师学院参加了为期50天的培
训，熟悉并掌握了中国生产的内燃机车结
构和工作原理。

2017 年 5 月 31 日，是康西莉亚永生难
忘的日子。那一天，蒙内铁路正式通车运
营，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亲自试乘。康西莉亚
作为列车驾驶员，安全平稳地完成了“首
秀”，成为肯尼亚家喻户晓的“明星司机”。

康西莉亚常挂在嘴边的，还有她的中
国师傅。“我的中国师傅杨明很严厉，又很
耐心地教导我们。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
人稳重、细致、善良的品质。”

2018年，在铁路系统工作近20年的杨
明远赴内罗毕，负责中肯双方机车乘务员
的管理和培训工作，包括日常技术业务培

训、标准化作业监督指导等。康西莉亚就
是他带训的6名司机长之一。如何沿铁轨
检查火车，怎样操控驾驶室的仪表盘，如
何排除列车常见故障……杨明对徒弟们倾
囊相授。

“我们互相学习语言，磨合工作方式，
进行技术交流。从这些年轻司机身上，我看
到了肯尼亚青年一代对知识的渴求，更看
到了蒙内铁路未来发展的希望。”杨明说。

如今，杨明的6个徒弟都已成长为公司
的业务骨干，开始负责对肯方人员的管理
及技术培训工作，这让他倍感欣慰。“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随着公司属地化进程
的推进，各种专业人才不断成长。我相信，
他们有能力实现蒙内铁路平稳安全运行，
使这条交通‘大动脉’为肯尼亚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杨明说。

近几年，蒙内铁路为肯尼亚累计培养
了 1700 余名铁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一批批肯尼亚年轻人在“中国师傅”的
指导下，开启全新的职业生涯。今年2月23
日，蒙内铁路开行首列由肯方机车乘务班
组独立值乘的旅客列车，标志着中企推进
肯方机车乘务员属地化工作迈上新台阶。

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非洲之星铁路运
营公司的1961名员工中，肯方员工达1640
人，其中，车站和车间工班长及以上管理人
员303人，火车司机和副司机168人，内马线
列车全部由肯方司机独立驾驶。肯尼亚铁
路公司商业运营专家团队负责人詹姆斯·
塞莱赞叹，中方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队
伍”，让肯尼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生态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的绿色标杆

蒙巴萨红树林旁，列车呼啸而过；铁路
线隔离栅栏外，几只狒狒在嬉戏玩耍；路基
下方的野生动物通道内，斑马悠闲地通行；
安装声屏障的内罗毕国家公园特大桥下，
水牛正停留吃草……蒙内铁路沿线，处处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

穿越肯尼亚多个自然保护区的蒙内铁
路，在建设之初就引发广泛关注。据中国
路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肯尼亚野
生动物协会提供的动物行走路线，蒙内铁
路沿线专门设置14处动物通道，部分通道
高度达到7米，以方便长颈鹿等大型动物通
行；沿线还有600处涵洞和61处桥梁可供动
物穿行。此外，线路尽可能靠近既有米轨和
A109公路、在公园和湿地范围设置防护栅
栏、对路基边坡进行绿化等举措，大大减
少了铁路对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的影响。

在蒙内铁路修建过程中，还有不少感
人的小插曲。一次，一头野生大象在饮水
时不慎跌进丛林深处的天然水坑中。接到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求助信息后，蒙
内铁路项目部火速派出救援小组，经过5
个多小时的努力后成功救出野象。对此，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世界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肯尼亚大型动物基金会都向蒙内
铁路项目部表达了感谢。

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局长基蒂利·
姆巴西说，他曾沿着蒙内铁路调研，没有
看到任何对野生动物造成不利影响的迹
象。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马尔科·
兰贝蒂尼称赞，中国企业已证明，基础设
施建设和运营可以做到环保。

此外，蒙内铁路建设还注重与当地环
境相融合。沿线车站有的被设计成斑马
状，有的外形酷似乞力马扎罗山，有的则
是非洲最早民居的模样，与当地环境相得
益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旅游频道将

“乘坐蒙内铁路列车”列为到肯尼亚最值
得做的20件事之一。

“环保理念已融入蒙内铁路建设和运
营各环节，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积极评价，
成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绿色标
杆。”奔忙在内罗毕至蒙巴萨一线，李昌
洪是蒙内铁路的“常客”。“肯尼亚不少地
区有着优质的旅游资源。蒙巴萨海岸的酒
店在旺季经常‘一房难求’。蒙内铁路开
通运营，在改善交通条件的同时，最大程
度地保护了自然环境，有利于肯尼亚旅游
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教育部日
前以所用教科书含有“煽动反对以色列及以色列
国防军内容”为由，吊销位于东耶路撒冷6所巴
勒斯坦学校的永久执照，引发巴方强烈不满。专
家指出，巴以教科书争端反映了双方对历史和现
实问题的不同立场，可能给巴以和解之路制造更
多困难。

教科书内容引发争议

《耶路撒冷邮报》称，涉事学校所用教科书在
讲述巴以冲突时，有“以军驱逐和杀戮巴勒斯坦平
民、袭击巴方医务人员”等表述。以色列教育部表
示，这些学校只有在删除教科书中相关内容后，才
能重新获得永久执照。

据巴勒斯坦当地媒体报道，巴勒斯坦外交部
和教育部谴责以色列的决定，并呼吁国际社会进
行干预。巴教育部此前曾警告称，在东耶路撒冷接
受以色列课程的学校“正在威胁民族认同”。

巴以双方多次就教科书问题发生摩擦。《以色
列时报》报道称，以色列有机构指责巴方编写的教
科书长期包含针对以色列和仇恨犹太人的言论。
而巴方持续否认该指控，并拒绝删除相关内容。去
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联合国
的一次演讲中为己方教科书辩护，称内容只是表
达了巴勒斯坦民族叙事。

历史现实矛盾重重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资助的一家学术机
构2013年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168本教科书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双方教科书中均包含煽动暴力的
内容，甚至否认对方的存在和历史。研究人员称，
双方通过教科书向本地年轻人灌输持续百年的领
土争端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姚
惠娜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巴以双方对历史和现
实问题的认知长期存在分歧。在历史问题方面，双
方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贝尔福宣言》、英国殖民
统治、历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
织）等的表述和定性截然不同。在现实问题方面，
双方对巴勒斯坦领土范围、“巴勒斯坦人”概念内
涵及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的立场也截然相左。历
史和现实问题复杂交织，导致巴以矛盾重重。

“以色列的历史教科书大量强调对犹太人的
大屠杀，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为追求民族生存
权的运动，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很少直接
使用‘巴勒斯坦人’这一表达方式，只泛称为‘阿拉
伯人’，并把他们与恐怖主义和混乱状态联系起
来。而巴勒斯坦人则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他们至
今遭受的所有灾难的根源，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英
国殖民统治、《贝尔福宣言》共同导致了巴勒斯坦

民族灾难的产生。”姚惠娜说，“巴以教科书的一大
难题是，如何做到公正地叙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
坦人的历史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仇恨思想可能危
害巴以和平，使双方和解之路更加困难。”

巴以和解是问题核心

当前，巴以冲突仍在持续。今年5月29日，数
万名以色列民众举行“耶路撒冷日”游行，纪念以
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耶路撒冷全
城控制权。游行引发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军
警冲突，造成约2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姚惠娜表示，巴以签署的《奥斯陆协议》强调，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必须避免煽动恐怖和暴
力。同时，《奥斯陆协议》也强调教育伦理的重要
性，并把教育专家视为和平与幸福的守护者。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也规定，学校教育应促进对他者的
宽容、理解和尊重，摆脱刻板印象和偏见，避免仇
恨。因此，巴以双方都应使自己的教科书符合相关
协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促使教育体系在
对学生进行教育时，避免激起仇视和冲突，消除不
利于和平发展的因素。

“巴以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认识与中东和平
进程密切相关，教科书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东和
平进程的发展。只有巴以真正达成和解，教科书争
端的解决才有望迎来转机。”姚惠娜说。

巴以再起教科书之争
李浩嘉“数字经济全球治理规则”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电（记者严瑜）近日，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经济全球治
理规则”分论坛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作为2022全球数字经济
大会分论坛之一，由北京理工大学、国际商事争端预防解决组织、德勤中
国共同承办。论坛以“新规则，构建数字经济健康生态”为主题，邀请国内
外嘉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数字经济治理愿景，数据跨境流
动，数字税收和货币、数字监管，数字争端解决等四个专题展开讨论。来
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亚太仲裁和调解中心认证委员会
等国际组织以及国家相关部委、北京市相关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产业
界的嘉宾参加了论坛。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军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
示，目前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存在全球合作短缺化、机制规则碎片化、
地缘政治区域化等问题，要加快完善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强合作、促
共赢，强体系、促衔接，强包容、促共享，构建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数字经
济生态。

浙江大学国际战略与法律研究院院长王贵国表示，数字经济已成为
人类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当前，经济全球化仍然
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需从其发展规律出发，符
合此规律的规则才能长久。

论坛上，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秘书长刘超发布了《商事仲
裁规则》，为数字经济领域争端解决提供了方案。

本次论坛筹备期间，全球百余名学术界、专业界和产业界专家共同
商议、起草发布了《数字经济生态全球治理北京宣言》，发出完善数字经
济生态全球治理体系的共同声音，将为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以及数字经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有力支持。

国 际 时 讯

近些年来，美国在中东大搞
海盗这一套，疯狂掠夺他国资
源。据叙利亚媒体报道，美国日
前在叙东北部的非法驻军大量盗
采当地石油，并通过非法过境点
把“赃物”走私至伊拉克境内。
满载石油的油罐车足有 35 辆之
多。这已经是7月以来第4起、今
年以来第6起美军“偷油”事件。

被美军盯上的还有叙利亚的
粮食。叙当地媒体称，今年6月，
美军从叙利亚贾兹拉地区偷运约
40辆卡车的小麦，总价值超过400
万美元。

美国 2015 年以“反恐”为名
强行驻军叙利亚以来，从未停止
对当地资源的侵占和掠夺。目
前，美军驻扎的叙利亚东北部哈
塞克省、拉卡省和代尔祖尔省等
地，是该国主要产粮区和石油开
采区。叙东北部 90%的原油资源
和新月沃土的大片良田由此落入
美军之手。几年来，美军绵延不
绝的盗窃车队已经成了叙东北部
最常见的“风景线”。时不时就有
大批满载小麦、石油及其他战略
资源和设备的车辆，在美军装甲
车护送下驶出叙利亚边境。

通过“白嫖”他国资源，美
国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捷径。据俄
罗斯对外情报局统计，美国在叙
东北部每月盗采石油量高达300万
桶，其中约1/3的被盗石油通过黑
中介，以每桶 35—40 美元的价格
卖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
这意味着美军每月可从中获取
3500 万—4000 万美元的收入，可
谓无本万利。销赃所获部分资
金，用以支持叙库尔德武装，帮
助其对抗叙政府军，继续给叙利
亚局势制造混乱。

据美媒报道，奥巴马政府时
期，美国就已开始邀请本国公司
在叙利亚申请农业、电信和石油
和天然气经营许可证。2020 年 4
月，特朗普政府授权德尔塔新月
能源公司在叙东北部开采并出口
石油。该公司合伙人包括美国前
外交官和美国前陆军三角洲特种
部队指挥官，前者多年来向共和
党及共和党候选人提供政治献
金。如今，又有能源公司游说美国官员，希望获得
叙东北部的油气开采经营权，还大言不惭地宣称，
将会拿出部分收益用于对叙人道主义救援，以帮助
叙实现“石油换粮食”，免使当地资源落入极端组织
之手。

占领他国领土、鲸吞他国资源，还把自己包装
成“反恐精英”和“人权斗士”，美国的这番操作令
人“叹为观止”。

2021年，叙利亚石油日产量约8.59万桶，其中7
万桶被美国及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侵吞，仅剩不到
1.6万桶用于供给叙国内市场，造成当地巨大能源缺
口。与此同时，美国持续加大对叙经济制裁，导致
叙利亚外汇短缺，石油进口渠道面临封锁。当前，
叙利亚九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3人口依赖人
道援助维持生计，过半人口无法得到粮食保障。据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近期发布的报告，截至2021
年3月，总计超过30.6万名叙利亚平民在军事冲突中
丧生。

缺油、缺粮的困境和不知何时会降临的军事袭
击，使叙利亚的重建工作步履维艰。而放眼整个中
东，和叙利亚一样遭受美国军事荼毒和经济掠夺的
国家不在少数。

表面上满嘴的“民主”“自由”“人权”，背地里
却尽干些见不得人的海盗勾当，这就是声称“要再
领导世界100年”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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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肯尼亚蒙内铁路通车
运营五周年。蒙内铁路由中国路
桥公司承建，是中非合作论坛约
翰内斯堡峰会确定的“十大合作
计划”重要成果。它连接东非第一
大港口蒙巴萨港和肯尼亚首都内
罗毕，全长约480公里，是一条采
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
建造的现代化铁路，也是肯尼亚
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

“这是转变的开始，将为所有

肯尼亚人创造就业、希望、机遇和
繁荣。”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
正式通车当天，肯尼亚总统肯雅
塔的这番话如今已成现实。5 年
来，蒙内铁路不仅改善了肯尼亚
人民的生活，推动了肯尼亚经济
社会发展，实现了中国铁路技术
转移，也改变了整个东非的交通
乃至商业版图。列车呼啸，笛声长
鸣，讲述着一个个有关发展、合作
和友谊的动人故事。

蒙内铁路通车运营五年来——

为肯尼亚铺就一条幸福路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环 球 热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