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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巴基斯坦素有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良好传统，无
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两国一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日前，巴基
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两国政府和
人民始终用行动诠释着“铁杆兄弟”的情谊，他希望通过自身的
努力继续为双边关系增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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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说

国家人文地理国家人文地理

“中国是可靠的朋友和伙伴”
——专访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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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坦沙漠里的“光能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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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

2008 年至 2010 年，哈什米担任巴基斯坦驻
华大使馆参赞。谈起这段时光，他记忆犹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尤其令他赞叹，
直至今日，盛会的细节仍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
里。“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吸引了全世界
目光，我至今都记得那些庆祝活动，也记得那
些精彩比赛，北京奥运会是非常成功的。”哈什
米说。

13 年后，哈什米作为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再
次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发展迅速”，对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感受尤为深切，从中看到了中国各
级政府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中
国环境治理的经验值得各国借鉴。”哈什米说。

在哈什米看来，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科学技术领域取得许多成
果。哈什米说：“我看到了中国可持续的繁荣
发 展 ， 中 国 各 方 面 都 取 得 了 令 人 难 忘 的 进
步。巴基斯坦对此感到高兴，也祝福中国越
来越好。”

中巴友谊越来越“铁”

中巴两国不断发展，情谊也越来越“铁”。
70 多年来，两国守望相助，已成为全天候战略
合作伙伴。哈什米说，一直以来，两国在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密切协商、团结协作，保持高度
一致。两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互相支持，在
国际贸易和投资相关问题上共同努力提高发
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在国际社会共同倡导发
展权利。

当下，中巴友谊因务实合作焕发更多活
力。哈什米说，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
的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已成为巴中友
谊的“新标杆”。瓜达尔港、中巴友谊医院、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东湾快速路……两国共建经济
走廊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哈什米介绍，他曾在巴基斯坦乘车行驶于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高速公路上，感受到中国建
设工程的质量和效率。过去 10年，中国援建的
基础设施项目提高了巴基斯坦人民的生活水
平。“我希望未来在巴基斯坦能够看到更多由中
国援建的项目，在中国的合作和支持下，巴基
斯坦的发展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哈什米说。

哈什米表示，中国是巴基斯坦可靠的朋友
和伙伴，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前景广阔。目前中
巴双方多次就中巴经济走廊未来建设展开对话
和讨论，将进一步着眼于如何增进经济增长，
改善民生和促进绿色发展。未来也将进一步发
挥科技在中巴经济走廊上的重要作用，提升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水平。

“为企业创造更多机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巴友谊历久弥坚，
不仅在于两国政府，也在于两国人民的心越贴
越近。多年来，一代代“中巴使者”在两国之间
架起沟通的桥梁，让两国友谊持续升温。近年
来，巴基斯坦掀起“留学中国热”，一批批巴基斯
坦学生赴华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先进科技，学
成归国后积极参与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哈什米
谈到，年轻人是中巴之间有效的、可持续的连
接，是中巴之间最好的桥梁。“他们将不同的经
历和故事告诉彼此，互相理解，加强互动，促
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他说。

中巴青年友谊是双方人文交流热气腾腾的
缩影。中巴双方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旅游部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省际协调部关
于促进旅游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
共同庆祝 2023 年“中巴旅游交流年”，中国将巴
基斯坦列入出境团队游国家名单，双方支持加
强旅游业界交流……密切的人文交流为中巴世
代友谊夯实了民意基础。哈什米说：“巴中在人
文领域一系列的互动是非常积极的，增进了两
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巩固了两国的代际友谊纽
带。”

在基础设施、科学技术、人文交流、经贸
往来等方面，中巴合作提质升级给两国企业带
来更多发展机遇。哈什米说，近年来，两国签
署了关于巴基斯坦熟制牛肉、干辣椒输华的议
定书，并就巴基斯坦乳制品、动物皮对华出口
达成一致。越来越多巴方优质产品和符合条件
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智造”和“中
国建造”也在巴基斯坦“圈粉”无数。

“巴基斯坦和中国有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一
系列展会，双方有机会建立联系，了解彼此的
需求。我们两国政府都在努力为两国企业创造
有利环境，使他们从两国贸易和投资机会中受
益。”哈什米说。

克里斯坦沙漠是位于巴基斯坦腹
地的古老沙海。在这片沙漠上，散布着
公元初的古老堡垒遗迹，它们见证了历
史巨变，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辉煌。其
中，始建于公元 9 世纪的德拉瓦堡，以
其恢弘气势和独特艺术风格，成为这片
沙漠中的一颗明珠。

然而，在深厚历史底蕴之外，这片
土地被烈日与黄沙所主宰，极端的自
然条件使得这里人迹罕至。不过，近
年来，克里斯坦沙漠正逐渐焕发出新
的生机。

克里斯坦沙漠所在的旁遮普省是

巴基斯坦的工农业大省，人口超过 1
亿，长久以来用电十分紧张。停电、
限电在这里是家常便饭，而偏远的农
村情况则更严重，白天供电最多就三
四个小时，许多村民家里买的电器变
成了摆设。电力吃紧严重影响当地人
的生活，也制约了经济发展。

如何解决当地的用电难？中国企
业将目光投向了克里斯坦沙漠。克里
斯坦沙漠虽然不适合人类居住，却具
备光伏发电的理想条件：全年日照时
长达 3000小时、是世界上太阳能辐照
最高的地区之一。而且同建设火电站

相比，光伏电站修建工期短，能以最
快速度解决急迫的用电需求。

随着中国企业投资并承建的光伏
电站项目逐步推进，这片曾经沉寂的
沙漠正逐渐蜕变为巴基斯坦的“光能
绿洲”。项目一期 300 兆瓦电站已经于
2016 年正式并网发电，有效缓解了周
边地区的用电短缺情况，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也为当地减
少了近4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

如今，克里斯坦沙漠已不再是荒
芜之地，它承载着历史的辉煌，也见
证着“光能绿洲”的崭新篇章。

在 2008 年至 2010 年担任巴基斯坦
驻华大使馆参赞期间，我与中国和亲爱
的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感受到中
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对我的关爱。在这
两年时间里，我曾到过北京、乌鲁木齐、
深圳、哈尔滨等城市。对我而言，这些经
历非同寻常。

在中国，无论是在正式会议上还是
在偶然相遇时，人们都称我为“巴铁”，
这让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深的归属
感。关于巴中友谊，我听过很多，读过很
多，写过很多，我在伊斯兰堡同联合国及
中国外交官的交流中不断见证着巴中友
谊，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也让我久久难忘。
上次从中国离任时，我的家人和朋友说：

“你离开了中国，但中国从未离开过你。”
此次作为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回到这个伟
大的国家，我的梦想实现了。

说起我对这个美丽国家的感情，我
就会想起“心连心”的巴中关系。如果说
有一种关系让巴基斯坦动情，那一定是
巴中关系。这种独特性源于两国和两国
人民的感情，它经受了时代风云变幻的
洗礼，不受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的影
响。在巴中两国的传统中，“朋友”一词
都有特殊含义，是指与你同甘共苦、患难
与共的人。这是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的精髓所在。

幸运的是，我们坚不可摧的友谊也
有历史渊源。两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和
经济联系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当时
巴中人民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越险
峻的喀喇昆仑山脉，相互访问、交流和做
贸易。事实上，古丝绸之路通过巴基斯
坦，将中国与中东、非洲和欧洲联系起
来，开展商业贸易。其现代版就是中巴
经济走廊，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旗舰项目，通过海陆空线路将中国、巴基
斯坦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和非洲联系
起来。两国本着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远
见卓识，携手努力，把中巴经济走廊打造
成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典范。

在任职大使一个月时，我列出了我的优先事项，最高优先事项
之一是落实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

我想感谢中国在经济、金融、投资等方面对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
这些投资促进了巴基斯坦公共交通系统、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建
设，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条战略走廊还促进了两国人员
往来，为文化交流和知识分享提供了途径。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与中国的发展
理念相契合。巴基斯坦渴望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两国可以加强人
文交流，让企业家、学者、学生、青年、艺术家、媒体等各界人士
互访，分享彼此的成功故事、经验和做法，推动互学互鉴。这些交
流也将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巩固两国的代际友谊纽带，构建
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我坚信，巴中友谊是建立在高尚道德基础上的，未来必将继续
开花结果。我们将共克时艰，继续做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共
同实现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采访手记采访手记
每 次 踏 入 巴 基

斯 坦 驻 华 大 使 馆 进
行采访，“我在中国
当大使”栏目组总能
感受到亲切的氛围。
第 一 次 走 进 使 馆 是
2019 年夏天，时任大
使纳格玛娜·哈什米
接受栏目组采访。两
年后的 2021 年，在中
巴建交 70 周年之际，
栏目组再次来到大使
馆，听时任大使莫因·
哈克畅谈中巴友谊的
方方面面。通过两任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的
视角，展现巴基斯坦
友人眼里的中国。

得知上一任大使
任期届满、新任大使
即将来华的消息后，
我们发出邀约并得到
了新任大使的回应。
栏目组再次步入熟悉
的会客厅，与新任巴
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
尔·哈什米对话。

尽 管 初 次 见
面 ， 大 使 却 像 老 朋
友 般 表 现 出 十 足 的
亲 和 力 ， 瞬 间 拉 近
了 与 栏 目 组 的 距
离 。 在 对 拍 摄 设 备
进行调试时，栏目组
通常会同大使进行简
单的寒暄，聊一聊对
中国的印象、到访过
哪些城市、品尝了哪
些 美 食 …… 哈 什 米
大 使 显 然 做 了 充 足
准备。他对自己去过
的城市记忆深刻，非
常热爱中国文化，对

自己尝过的中国美食赞不绝口。我们的每一个问
题，他都仔细回答，有时还主动展开话题，深入阐述
自己的见解。

之前的在华经历让哈什米大使对中国文化有
了充分了解。当栏目组向他展示一张福字贴纸
时，他毫不掩饰对这个寓意吉祥的中国传统元素
的喜爱。他接过福字，对着我们的镜头亲切地
说：“祝中国朋友们，幸福安康！”

▲ 世界文化遗产摩亨朱达罗古城遗址。
◀ 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瓜达尔东湾快速路。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供图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近照。
海外网 陆宁远摄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内的光伏电站。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