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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成果丰硕

能源合作历来是中国—中亚合作的重
点领域。如今，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绿意
十足。

中亚地区风能、光能、水力等可再生能
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在哈萨克斯坦，截
至 2022年底，由中企投资参建的札纳塔斯
风电场、图尔古松水电站、阿克莫拉州风电
站等一系列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总装机容量
超过 1000 兆瓦。在乌兹别克斯坦，由中企
总承包的撒马尔罕 220兆瓦交流光伏项目
预计将满足当地 26.4 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每年减少约23.7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在油气资源开发中，中国技术助力中
亚国家开展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推动传统能源行业的低碳转型。在中国和
哈萨克斯坦合力改造的奇姆肯特炼油厂，
催化裂化装置采用世界先进的贝尔格烟气
脱硫技术；硫黄回收装置采用中石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温克劳斯硫黄回收工
艺。仅此两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51万吨。

“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提速，传统能
源开发注重环保，绿色成为中国—中亚能
源合作的一大亮点。此外，中国新能源汽
车受到中亚民众的青睐；一些中国车企还
赴中亚建厂，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本土化
生产。”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所中亚与高加索研究室副主任杨进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亚地区持续数十年的“咸海危机”
引发全球关注。在咸海生态治理方面，中
国—中亚合作成绩可圈可点。

咸海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交界地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亚室主任许涛分析，
受全球变暖趋势影响，中亚地区冰川融化

加快，河流蒸发量增加，致使作为咸海主要
水源的锡尔河与阿姆河水量减少，加之人
为过度开发灌溉、修建运河、工业及城市用
水量激增等因素，曾经的世界第四大湖咸
海正面临严峻生态危机。资料显示，目前咸
海面积已经比 1960 年减少了 90%以上，大
面积湖底成为裸地和盐土，或被盐壳覆盖。

中国技术专家认为，“咸海危机”本
质上是一个内陆湖泊的干涸问题，应坚持
节水与生态修复两手抓的治理思路。近年
来，从在咸海流域设置气象和水质自动监
测网络，到种植盐生植物降低当地土地含
盐量，从推广喷灌滴灌节水技术，到与当
地高校共建大数据分析中心、联合实验室
等，治理咸海生态的“中国方案”受到中
亚国家的肯定和欢迎。

双向奔赴

近年来，中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同时，
中国积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携手打
造“绿色丝路”，为共建国家促进环境保
护、应对气候变化、落实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经验和路径。

中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和
示范区。中亚国家发展绿色经济的相关政
策，与共建“绿色丝路”的理念不谋而合。例
如：《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中提出大力
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乌兹别克斯坦
出台《2019—2030 年向绿色经济过渡战
略》；《土库曼斯坦可再生能源法》 强调有
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多样化和可
持续发展；吉尔吉斯斯坦颁布的《绿色经
济发展规划 （2019—2023）》 重点关注绿
色能源、绿色农业、绿色工业等领域。

“中国—中亚绿色合作蓬勃开展，得
益于两方面因素驱动。”杨进分析，一是
发展战略契合，双方都有发展绿色经济、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愿景；二是互补性
强。中亚国家传统能源储量丰富、可再生能
源开发潜力大，普遍有从粗放型、高耗能发
展模式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强烈需求。
中国能源消费市场广阔，有开展绿色国际
合作的需要。中国在太阳能、风能、水力发
电、电动汽车等产业发展上具备技术优
势，有帮助中亚国家绿色转型的能力。中
国—中亚开展绿色合作理念契合，优势互
补，也顺应了当今全球绿色发展的大趋势。

许涛指出，技术合作在中国—中亚绿
色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亚与中国西
北地区在气候、地貌、资源禀赋等方面有
一定相似性。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节
水灌溉、绿色农业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可
以较好地运用于中亚地区的绿色发展中。
他分享了自己曾考察过的一个项目：位于
陕西杨凌的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
训示范基地。该基地重点研究干旱半干旱
地区的农业发展，依托西北农林大学等高
校资源，向中亚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推广
节水技术，受到中亚国家的认可。

“中国在运用绿色技术减少碳排放、
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是全球领先者。”吉
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
耶夫认为，中国推动绿色转型的努力及采
取的方案，将使中亚地区受益。

互利共赢

中国同中亚国家是友好邻邦和全面战
略伙伴。近年来，随着中国—中亚各领域
合作走深走实，双方开展绿色合作的顶层
设计日益完备。

2022 年 6 月，在“中国+中亚五国”
外长会晤联合声明中，生态、环保、水资
源和绿色发展合作是重要内容，其中还强
调了支持包括拯救咸海在内的多领域国际
合作；2023 年 《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

言》明确强调拓展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
作，加快绿色基础设施联通，加强水力、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合作，积极发
展智慧农业，加强节水、绿色和其他高效
技术应用和先进经验交流等内容。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峰
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开
展绿色合作、发展绿色经济都是重要内容
之一。这些合作机制为中国—中亚绿色合
作提供了开展对话、达成共识的重要平
台。”杨进表示，中国—中亚合作始终秉持
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
的原则，在绿色发展领域同样如此。这是
双方开展绿色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许涛指出，绿色发展是中方宣布支持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之
一。在中国—中亚合作日益深入之时，中
国提出共建“绿色丝路”恰逢其时。近年
来，“绿色丝路”逐步在中亚地区推进实
施、给中亚人民带来福祉，回应了中亚地
区的发展需求，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认
可。中国—中亚开展绿色合作市场效益
好，前景十分广阔，将为中国—中亚共建

“一带一路”增添更多新动能。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绿色
发展高级别论坛上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希
望在“绿色丝绸之路”框架下开展国际合
作，愿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一步深化
绿色合作，为人类的绿色未来奠定基础。

“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不断拓展绿色
合作的领域和范围。目前，在数字经济、跨
境电商、旅游等领域，双方合作也在日益深
入，这些都属于共建‘绿色丝路’的范畴。”
杨进认为，未来，中国—中亚绿色合作的
巨大潜力还有待挖掘，有望为双方经济发
展及更多领域合作注入新动力。

上图：4月29日拍摄的乌兹别克斯坦
撒马尔罕光伏项目。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供图 （新华社发）

中国和埃及是志同道合、彼此信任的好
朋友，也是携手发展、共同繁荣的好伙伴。
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
10年来，两国元首共同引领双边关系蓬勃发
展。中埃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同阿拉伯、非
洲、伊斯兰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
赢的生动写照。

共建“一带一路”卓有成效

5 月 17 日，中埃“双港双区”联动发展
促进会在埃及苏伊士省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
贸合作区 （泰达合作区） 举办。来自中埃两
国的机构、企业签署多项合作谅解备忘录。

泰达合作区位于埃及苏伊士省苏赫奈泉
港，是共建“一带一路”与埃及苏伊士运河
走廊开发计划对接的标志性项目。泰达合作
区内上百家中资企业为当地创造税收、拉动
就业，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总局主席瓦利德·
贾迈勒丁表示，泰达合作区助力埃及和地区
国家发展，为各方提供机遇。埃方将与中方
深化合作，努力推动更多产业落地埃及，在
满足本地消费需求的同时扩大出口。

埃及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国家之一。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企承建的众多
项目在当地稳步落地、惠及双方民众。

作为埃及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斋月十日
城轻轨铁路连接起开罗市区与新行政首都、
斋月十日城和东部沿线卫星城，惠及 500 多
万居民；埃克萨迪亚 500 千伏变电站项目建
成投运一年多以来，保障了电网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缓解了区域内的用电紧张情况；塞
得东港二期集装箱码头、苏赫纳第二集装箱
码头等项目大幅提升埃及港口货物吞吐能
力，为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成功将埃及二号卫星发射升空，并助力
埃及成为第一个具有完备卫星总装集成测试
能力的非洲国家……

埃及埃中商会秘书长迪亚·赫尔米表示，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埃中两国互利合作
水平持续提升，一大批合作项目促进了贸易往
来和互联互通，为两国发展带来了积极效应。

埃及总统塞西表示，埃中共建“一带一
路”取得显著成果。埃及高度重视埃中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建立更紧密的伙伴
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感谢中国企业为埃
及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欢迎
更多企业赴埃投资。

经贸投资合作蓬勃发展

中国稳居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也是近年来对埃及投资最活跃、增速最快的
国家之一。埃及鲜橙、葡萄、冷冻草莓、椰
枣、鲜食石榴等优质农产品先后登陆中国市
场。去年9月，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允许符
合植物检疫要求的埃及鲜食芒果输华。双方有

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埃及干辣椒对华出口。
埃及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国家

展主宾国之一，并连续 6 年参加进博会。第
七届进博会推介会今年 4 月在埃及首都开罗
举行。与会埃及政商界人士表示，埃及企业
期待继续通过参加进博会开拓中国市场，共
享中国发展红利。埃及展览和会议总局主席
谢里夫·马瓦尔迪说，进博会为埃及企业展示
和销售埃及产品，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埃
及制造”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今年也有许多
埃及企业准备参加第七届进博会。

由开罗驱车向东北方向行驶一个多小
时，便来到位于斋月十日城的海尔埃及生态
园。在宽敞明亮的厂房内，空调、洗衣机、电视
机三条流水线都集中在一个开阔的空间里。当
地工人在中国师傅的指导下熟练作业，电子线
路、机壳、散热片等加工环节有条不紊。

今年 5 月，海尔埃及生态园正式开园。
园区内，空调和电视机产线已于今年 3 月开
始试投产，加上 5 月投产的洗衣机产线，家
电年产能近百万台。冰箱、冷柜等品类被列
入项目二期规划。园区全要素和全流程可视
可控，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和管理决策，还
能精准分析园区水电等能耗情况，有效节
能。海尔埃及贸易公司总经理艾哈迈德·摩萨
德·詹迪表示，生态园将为当地创造 3000 多

个就业岗位。
中方正与埃方深化合作，在云计算、数

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新的增长点，
助力埃及数字化转型。不久前，由中国企业
运营的华为公有云开罗节点正式启用，这是
埃及乃至北部非洲首个公有云服务，可提供
包括人工智能平台、数据平台、开发平台在
内的200多种云服务。据介绍，未来5年，华
为将在当地培养 1 万名本地开发者、10 万名
数字化专业人才，推动当地数字化转型。

开罗商会第一副主席谢里夫·叶海亚表
示，中国是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埃及是
中国在非洲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开罗商会
致力于为埃中企业寻找贸易投资合作机会，
并提供相应便利。

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

今年7月，“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
展”将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展览将展出 700
余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文物，其中 95%
以上的展品为首次来到亚洲，是古埃及文物
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展出。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
长伊斯梅尔表示，这场展览将展示埃中两国
延续数千年的深厚历史渊源。埃中合办此次

展览，能够促进两国文化机构合作，推动双
方齐心协力，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社会。

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明。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不断走深走
实，持续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埃在文化、
教育、新闻、科技等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双
方举办了文化周、电影节、文物展、摄影展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受两国人民欢迎。

近年来，中埃考古领域合作成就显著。
2018年，首个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埃卢
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在孟图神庙遗址
启动，至今已完成 18 个月的考古发掘工作。
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为联合考古工作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贾笑冰
告诉记者，经过60天田野工作，考古工作人
员首次完整绘制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第四座神
殿的整体轮廓，向着绘制该区域完整平面图
又前进了一步。中埃联合考古队将在今年12
月进行新一季的考古发掘，届时将有更多考
古成果问世，揭开更多历史之谜，为中埃考
古合作、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2022 年 9 月，埃及在中学教育阶段启动
中文教育试点项目，标志着中文教学进入埃
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近30所大学开
设中文专业；建成4所孔子学院、2个孔子课
堂、2 所鲁班工坊。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校
长纳赛尔·曼多尔表示，在教育领域，埃中两
国开展了广泛合作。苏伊士运河大学致力于
加强同中国高校的合作，为埃中学子创造交
流机会。两国人民以教育为桥，互学互鉴，
美美与共，深厚友谊必将历久弥新。

（本报开罗电）

在位于海平面以
下约200多米的约旦河
谷，一排排蔬菜大棚
星罗棋布，这里是约
旦 的 主 要 果 蔬 产 地 。
每天，当地菜农都会
把蔬菜水果经约旦中
西部城市萨尔特运往
首都安曼，再从那里
把农产品送往全国各
地乃至周边国家。

菜农伊萨姆·奈玛
特这几天往首都安曼
送 菜 感 觉 特 别 轻 松 ，
每天往返两次比过去
整 整 节 省 了 两 个 小
时。这得益于中国援
约旦萨尔特公路升级
改 造 项 目 。 5 月 27
日，该项目主体工程
完工仪式在萨尔特市
举 行 。 当 地 民 众 表
示，升级改造后的公
路使得出行更加方便
顺畅。

“路程缩短省了油
钱，升级改造后的路
开 起 来 也 非 常 舒 适 ，
上 下 坡 都 没 那 么 陡
了，可以降低汽车养
护成本。”从事送菜工
作 20 年的奈玛特高兴
地说。

萨尔特公路是连
接约旦河谷和萨尔特
市最近的一条路，之
前的道路因狭窄、年久失修，经常发生事故，
并不适合货车通行。2018 年 9 月，中约两国正
式决定由中方提供援助，对这条全长 12.5 公里
的公路进行升级改造，由原双向两车道升级拓
宽为双向四车道，全面升级改造并加装照明、
防护、排水等设施。

据介绍，与以往中国援建的公路不同，萨
尔特公路工程建设由受授方按当地标准自建完
成，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中国企业与当地公司组
建联合体，中方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

自项目开工以来，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刘茂已记不清多少次和约旦合作伙
伴在联合办公点讨论项目进展。小到现场工人
佩戴安全帽、大到修改挡墙设计……每一处设
计安排、安全管理、改造方案都需要双方协商
敲定，才能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这是我第一次 （在海外） 参与非中国代建
的公路建设，和以往由中国企业直接设计、建
造的公路不同，这种合作模式有利于提高当地
的自主发展能力，能有效帮助约旦改善就业状
况。”刘茂说，“同时双方要不断协调沟通，以
确保公路建设既符合当地标准，又符合我们的
要求。”

本着施工“零差错”原则，刘茂和中国同
事每天都要下工地，提醒当地工人提高安全意
识，佩戴安全帽并用好安全绳等防护用品。

中方企业的专业和敬业精神得到约方赞
赏。项目约方施工单位负责人贾拉勒·库德西
说，与中国企业的合作非常成功，“中国企业的
专业知识让我们受益匪浅”。

库德西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道路挡墙
的使用。由于萨尔特公路依山傍崖，双方决定
在临崖一侧依势修建一面挡墙以确保道路安全。

“这是我们和中方比对多个方案后得出的最优解
决方案，是我干工程40年来都没有过的经验”。

项目约方监理单位工程师瓦利德·拉班说，
和中国企业的合作没有一天中断过，“他们是一
个杰出团队，每天都在跟进，项目的所有变化
都会监管到位”。

“通过建设这条公路，我们和当地企业加深
了相互了解，相信今后中国企业能为约旦发展
提供更多帮助、贡献更多力量。”刘茂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何奕萍）

中埃携手发展，共同繁荣
本报记者 黄培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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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亚绿色合作生机盎然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一列载有50个标准集装箱光伏
组件的中亚班列自中国武汉出发，一路西
驰，开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这是
中亚班列首次在武汉开行光伏专列，将进
一步稳定中企在中亚地区参建光伏项目
的供应链，推动中国—中亚绿色合作。

近年来，从承建绿色能源基础设施项
目，到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再到参与
咸海生态治理，中国助力中亚国家能源转
型和生态环境保护。绿色成为中国与中亚
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