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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铡刀将白芍切制成薄薄的饮片，双手捧
起一把，轻轻一吹，薄如蝉翼的饮片便如纸屑
般散落。10 月 26 日下午，在江西省樟树市，来
自非洲西部布基纳法索的《希德瓦亚报》记者
纳黛热，在药工师傅的指导下学习中医药炮制
技艺，成功使用铡刀切制的她兴奋不已。这
天，采访团参观了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仁
和863科技园，亲身体验针灸、熏艾等。

樟树市自古有“八省通衢之要冲，赣中工
商之闹市”之称。当地中药业源远流长，是中
国历史上最大的药材集散地之一，距今已有
1700多年，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
灵”之美誉。现场弥漫着浓浓的中药香味，大
家体验、拍照、询问、记录，交流互动场面十分
热闹。

纳黛热对中医药早有耳闻，她说：“作为一
名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记者，这次能来
到‘中国药都’江西樟树实地参观，了解中医的
起源、发展，我感到非常充实。”在纳黛热看来，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
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期待
中医药走向世界，更好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
独特优势和作用。”她说。

安德烈斯·弗洛雷斯说，在拉丁美洲一些
国家，中医药应用广泛，很受欢迎。“中医药文

化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此
行我看到历史上使用过的制药工具和技艺延
续至今，说明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做得很好。”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此次采访
中，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记者们参加了
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北京，采访团来到中国工艺集团，近距
离接触中国著名的特殊金属工艺——景泰
蓝。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起源于地中
海塞浦路斯岛，后来中国能工巧匠汲取中华民
族博大精深的艺术养分，使这一技艺在华夏大
地绽放异彩。由于其成熟并流行于明景泰年
间，主要使用蓝色珐琅釉，故得名“景泰蓝”。
经工作人员指导，外媒记者们体验并制作了名
为“柿柿如意”的景泰蓝文创手工作品。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接触景泰
蓝，有了全新体验。”柬埔寨新鲜新闻网首席执
行官助理兼主编皮塞斯·乔表示，景泰蓝曾多
次作为国礼亮相中国外交舞台，闪耀着文化交
融的绚烂光彩，他很喜欢这种工艺。

在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采访团参观了中
国酒文化城、茅台酒厂制曲和包装车间等，观
看了讲述酿酒人故事的大型新媒体空间体验
秀《天酿》。来自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每日
新闻网的易卜拉欣·马利克说，他学习了中国
酒文化的悠久历史，还了解到近年来茅台致力
于推动美酒与美食融合，创新研发冰淇淋、咖
啡和巧克力等产品，将更多美味带给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的消费者。

在湖北省武汉市，采访团参观了黄鹤楼、
湖北省博物馆，并来到享有“东方茶港”之誉
的武汉汉口，考察巴公房子、汉口华俄道胜
银行旧址等“万里茶道”旅游线路上的地标
建筑。

“武汉在历史建筑修缮与文化遗产保
护方面做得很棒，既让老建筑完好地保存
下来，又对其重新赋予商业活力和历史意
义，让‘万里茶道’焕发了新的生机。”西塔
拉姆·巴拉尔说。

亚美尼亚 NEWS.am 通讯社国际
新闻编辑阿纳希特·萨尔基相表示：

“这次的采访活动让我对中国悠久
的历史文化有了更多认知，我还感
受到文化与科技的完美融合，我要
把真实的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

2023“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联合采访团走访多地——

““我要把真实的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我要把真实的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
本报记者 叶 子

10 月 20 日至 27 日，2023
“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联合
采访团走访北京、贵州、湖南、
江西、湖北多地，来自阿根廷、
智利、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
匈牙利、亚美尼亚、贝宁、中非

共和国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媒体记者，零距离感
知新时代中国魅力。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媒体
记者表示，通过这次走访，亲身
感受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他

们眼中，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立体丰满起来。共建“一
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
属于世界，今后他们将为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多媒
体力量。

长虹卧波，飞架湘江之上。10月 24日，采访
团来到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的清水塘大桥。远远
望去，红色的弧形桥身在蓝天碧水和两岸绿地
的映衬下格外壮观。

“这座桥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正式通车，最近
一段时间，许多株洲市民来拍照打卡，已经成了
株洲一个新的网红地标。”清水塘大桥总工程师
刘小港说，在设计建设清水塘大桥时，中交三航
局既考虑了机动车通行，也考虑了行人和非机
动车的需求，将桥梁设计成 2层，上面通车、下面
走人，这样一来，市民可以悠闲地在桥上散步赏
景，体验休闲生活。

采访团一行从引桥缓缓走上清水塘大桥下
层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景观通道，自桥上
眺望，清风徐来、水波粼粼，湘江两岸风光尽收
眼底。

刘小港介绍，大桥道路全长 2.85 公里，其中
桥梁段长度 2175 米，主跨采用双层钢桁架拱桥
结构，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下层为景观通道，全
桥跨径为 408 米，位列同类型桥梁中世界第六、

中国第三。
建设这样一座“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桥梁并

不容易，刘小港说，全桥由 3000 多个杆件吊装拼
接而成。在最高处拼接时，需将重约 10 吨、相
当于 8 辆小汽车重的杆件，吊装至离水面近百
米的高空，全桥总计配套 64 万套高强螺栓，对
接精度需要控制在 3 毫米以内，其施工难度可
谓“高空绣花”。

“这样的桥我第一次见到，它的建筑设计是
独特的，并且具有创造性。”尼泊尔新闻网杂志
编辑西塔拉姆·巴拉尔赞叹不已。他当场就留
下刘小港的联系方式，准备日后进一步了解建
造背后的故事。

除了清水塘大桥，采访团还参观了清水塘招
商中心、城市公园等，实地感受项目建设前后情
况对比，聆听生态修复案例讲解。由中交三航

局承建的清水塘老工业区产业新城整体开发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是国家批复
的 21 个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之一。看
到老工业区转型后的新样貌，采访团成员纷纷
竖起大拇指。

中交集团企业文化部执行部长、新闻中心主
任查长苗告诉大家，长期以来，中交集团在大交
通和大城市两个领域深耕细作，设计或建设了
世界十大港口中的 7 个，世界十大斜拉桥中的 4
座、十大悬索桥中的5座、十大高山峡谷桥中的8
座、十大跨海大桥中的 7 座。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中交集团参与建
设了一大批“一带一路”重点工程。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邮报》财经新闻
副主编文森特·法比安听后很感兴趣，连
忙向现场工作人员询问中交集团在
印度尼西亚的业务布局。他点赞中
交集团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努力，
并对后续中交集团承建更多印度尼
西亚重点项目表示期待。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样致力
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实施海
外高质量发展战略，10年来在共建国家
实施了 2600 多项工程。10 月 25 日，采
访团来到湖南省长沙市，参访长沙机场
T3 航站楼项目，亲身感受智慧建造、绿
色建造、数字建造等技术在项目实施中
的运用。

由中国建筑旗下中建八局等单位
联合承建的长沙机场 T3 航站楼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是湖南省
最大的单体公共建筑，由大厅和指廊组
成，整体呈现出五指廊向心的造型，取
意“长沙之星”。该项目机坪规划近机
位 75 个，预计于 2026 年投入使用，建成
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000万人次。

中建八局长沙机场 T3航站楼项目
经理李刚介绍，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一
直将智慧赋能、数字建造理念贯穿于项

目建设过程之中，充分应用物联网、大数
据、AI（人工智能）、5G与BIM（建筑信息
模型）的集成应用等，打造“数字工地”。

采访团参观了智慧展厅、安全体验
中心、观光塔等，并亲身体验了绿色施
工、安全管理等细节和措施。近年来，
湖南致力于打造改革开放高地，积极拓
展同世界各地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贸物流联系。长沙机场 T3 航
站楼项目，就是湖南省着力打造的五大
国际贸易通道关键节点工程之一。

在建设现场，采访团看到，“智慧工
地”系统正高效运行，全景摄像头自动
合成全景监控画面，每日延时拍摄形成
项目复盘视频，并通过 AI 模块自动监

测，全天为项目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此
外，智能安全帽系统、塔吊智能监控管
理系统等 15 项应用，共同打造互联协
同、智能生产、科学管理的项目信息化
生态圈。

“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建造水平
世界领先。”科威特《阿拉伯人报》经理
穆尔塔达·塔哈在参观后表示，此前他
就听说过中国企业建造的机场等凭借
先进的设计理念、卓越的工程质量，赢
得了口碑。

《匈牙利民族报》网站执行总编
达维德·拉斯洛说：“这是我第二次
来中国，我发现，最近 10年中国
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令人惊
叹的进步。通过对这个工地的
深入了解，我找到了答案，
因为中国有如此优秀的建筑
企业和建设者。”

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中
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
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
路”重要内容，持续推动提升“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水平。

10 月 26 日上午，联合采访团来到
江西省新余市，走进国家电投江西公
司新余市综合智慧零碳电厂，近距离
感受中国能源企业探索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的新模式、新成效。

在新余市分宜县行政服务中心
“光储充放检”项目现场，一排排充电
桩和储能设施整齐布置。工作人员介
绍，这个项目是新余市综合智慧零碳
电 厂 的 厂 站 单 元 之 一 ，实 现 了 分 布
式光伏、储能、充电、后台检测等元
素聚合，构成“小而美”一体化新型
能源系统。

工作人员介绍，分宜县行政服务

中心每年产生的 30 万千瓦时绿电，由
行政服务中心大楼及附属充电设施全
额消纳，每年可节省电费 4 万余元，外
媒记者纷纷为这种绿色节能、环保高效
的公共建筑用能新模式点赞。

阿根廷南方电视台记者安德烈
斯·弗洛雷斯说：“我在屋顶上看到了
那些整齐排列的光伏发电设备，屋顶
光伏是非常棒的创意。我对这里的印
象非常好，因为提供更加清洁的能源，
对我们的地球来说至关重要。”

随后，采访团来到国家电投江西
公司分宜电厂双林厂区，高大的冷却
塔、遍布屋顶和车棚上的蓝色光伏矩
阵，吸引了外媒记者目光。

“现在大家看到上空排出的可不是

污染气体，是干净的水蒸气。”工作人员
介绍，他们致力于建设智能化、数字化
电厂，注重机组环保能耗控制，提升安
全可靠性。利用办公楼、宿舍楼、食堂等
建筑屋顶和厂区内空置地面，电厂安装
了 8119 块 570W 光伏组件。“厂区空置
地+分布式+充电桩+共享储能”的应用
场景，年发电量可达到463万千瓦时。

综合智慧零碳电厂，是国家电投
“雪炭行动”的重要内容。它能够整合
电厂系统末端小微资源，通过智慧系
统将相对分散的源网荷储等元素集成
聚合，化零为整，有效发挥各类负荷的
调节能力，实现分布式新能源的就地
消纳、就近使用，用较低成本满足社会
绿色用能需求。

据了解，共建“一带一路”10 年来，
国家电投以清洁能源投资和技术合作
为抓手，持续研发先进能源技术，助力
共建国家实现能源低碳转型。截至目
前，国家电投境外在运装机 900 万千
瓦，其中清洁能源占比 65%，在建装机
278 万千瓦全部为清洁能源；境外员工
2164人，其中属地化员工 1717人；境外
业务涵盖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沙特阿
拉伯、土耳其、巴西等47个国家和地区。

“通过参访，我了解到国家电投是
一家拥有光伏发电、风电、核电、水电、煤
电、气电、生物质发电等全部发电类型的
能源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企
业、新能源发电企业和清洁能源发电企
业。”贝宁《民族报》社长科特乔·阿穆苏
说，清洁能源在贝宁的生产和使用比例
还很低，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
下，中国与非洲国家共享技术，中非合
作将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这样的桥我第一次见到”

“中国的建造水平世
界领先”

“屋顶光伏是非常棒的创意”

“期待中医药走向世界”“期待中医药走向世界”

◀ 在 江 西
樟 树 ， 外 媒 记
者 体 验 中 药 制
作过程。

▲在湖南株洲，外媒记者了解清水塘新能源装备产
业新城建设情况。

▲▲在湖南株洲在湖南株洲，，外媒记者了解清水塘新能源装备产外媒记者了解清水塘新能源装备产
业新城建设情况业新城建设情况。。

▲在湖南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3航站楼项目新型智慧
安全体验中心，外媒记者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安全防护
场景。 赵 戍摄

▲在湖南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3航站楼项目新型智慧
安全体验中心，外媒记者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安全防护
场景。 赵 戍摄

▲外媒记者在湖北武汉黄鹤楼合影留念。

▼外 媒 记 者 在 贵
州遵义“茅酒之源”工
业遗产景区游览。

▲在江西新余，外媒记者参观新余市综合智慧零碳电
厂展厅。 李 玮摄

（本版图
片 除 署 名 外
均为本报记者
叶 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