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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十局：稳扎海外筑丰碑
本报记者 雷 婷 通讯员 庞曙光 赵渊青

推动企业抱团“走出去” 打造境内外全产业链

广西积极与东盟开展农业交流合作

2017 年，中铁二十局历

时10年建设的安哥拉本格拉

铁路全线交付运营。此后，本

格拉铁路全线维养合同再次

花落中铁二十局。作为中国

铁建安哥拉市场经营主导单

位，在其相关产业链条持续延

伸过程中，优势地位不断巩

固。赢得本格拉铁路建设和

养护工程，仅仅是中铁二十局

搏击海外建筑市场的一个缩

影。在过去 15 年中，中铁二

十局从尼日尔到安哥拉，从蒙

古国到莫桑比克，从巴基斯坦

到阿尔及利亚，先后承揽海外

工程 23 项，合同总额超过 40

亿美元。
图为中铁二十局承建的安哥拉本格拉铁路全线交付运营。 （资料图片）

品质高站得牢

莫桑比克，马普托。在首都近郊，中
铁二十局莫桑比克公司新办公楼装修、绿
化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部分员工已经住
进了刚刚交付的公寓楼。成立仅 2 年多，
莫桑比克公司就将总部从北部城市楠普
拉迁入位于首都马普托的总部基地，中铁
二十局也成为中国铁建目前唯一在莫桑
比克有项目、有机械、有基地、有经验的集
团公司。

2013年，中铁二十局承建纳卡拉走廊
铁路项目，由此进入莫桑比克市场，从最初
的“水土不服”、摩擦不断，到如今熟练运用
国际规则，与国际合作团队顺畅沟通。以
铁路建设团队为班底组建的莫桑比克公
司，在陆续获得线路换轨、道岔安装、涵洞
维养、铁路整修、平交道改造和安置房建设
等订单的同时，还将经营范围辐射到马拉
维等邻国，市场也拓展到农业开发、物流贸
易等更多板块，站稳了该国市场。

“走出去”不易，“扎下来”更难。近
年来，中铁二十局每开拓一个新的海外
市场，都会根据市场形势，制定长期发展
战略，彻底摒弃“打一枪换个地方”的传
统思路。

以安哥拉铁路工程为基础组建的安哥
拉国际公司，作为唯一一家注册于首都罗
安达的中资企业，近年来充分挖掘品牌优
势，深耕国别市场，不仅在安哥拉国内设立
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区域市场部以深
入对接市场，还与 8 个国家部委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政企合作关系。

同时，以品牌工程叩开巴基斯坦、蒙古
国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市场大门，实现了滚
动发展。目前，该公司已有1000余名员工
参与海外经营和海外项目管理等相关
工作。

防风险行得稳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100 多名现
场技术人员正围聚在中铁二十局卡拉高速

公路3标项目会议室。远程会议的另一端
连接着2000公里外、该公司位于西安的海
外经营管理中心，工程处岳宗显正在讲解

《海外突发事件应对办法》。
卡拉高速公路项目全长 230 公里，总

投资近百亿元人民币，施工人数 7000 余
名，中方管理人员只有不到500人，这在中
铁二十局所有海外项目中占比最低。

针对当地特殊的治安情况，进场以来，
卡拉高速公路项目始终将风险管控放在重
要位置，从项目驻地规划、人员日常管理等
诸多方面入手，对可能发生的安全事件提
前采取防护措施。

“未经培训，不得派出。”这是企业对派
出海外工作人员的一条基本要求。所有员
工在出国前，都必须参加各类安全培训，提
高防范意识，确保风险可控。

为有效规避经济合同风险，中铁二十
局在每个海外项目前期考察阶段，都会对
项目可能涉及的汇兑、成本、支付等风险提
前作出预判，并制定相应防控预案，避免造
成重大损失。

“一流的工程质量，是企业获得‘长期
签证’的基本条件。”在安哥拉首都罗安
达最大规模的立交桥罗德里格斯大桥通
车仪式现场，参加开工典礼的当地官员
表示，“中铁二十局以中国速度、中国质
量提前建成大桥，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央
企的实力”。

来自安哥拉、赞比亚和刚果（金）等 3
个国家的总统出席安哥拉本格拉铁路工程
通车仪式，安哥拉大选过后，新当选总统洛
伦索首次地方调研行程就包括中铁二十局
卡宾达供水工程……

越来越大的市场影响力，越来越严格
的市场管控力和越来越国际范儿的管理模
式，成为中铁二十局站稳海外巿场的“定海
神针”。

15 年来，中铁二十局不仅所有海外
工程无一亏损，在建项目平稳推进，还通
过全面加强风险防控，为海外经营和项
目 管 理 设 置“ 多 道 防 线 ”，确 保 行 稳 致
远。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诸多海外工程项
目，公司有 2 名员工获得了尼日尔骑士
勋章，1 人获蒙古国总统勋章和最高建筑
荣誉奖。

重服务走得远

安哥拉，洛比托。在新建成的宽扎河
大桥上，一列红黑相间的列车快速通过。
铁路两旁，手持各种维养工具的铁路工人
等候上线作业……2017 年 7 月份，中铁二
十局获得本格拉铁路全线维养合同，数百
名曾经与中国师傅并肩战斗的当地铁路建
设工人，再次以铁路维养工人的身份走上
线路。这是中铁二十局在走出海外后由

“施工+”向“服务+”转变的一个缩影，成立
已有 5 年时间的中铁建安工程设计院，则
是他们以“设计+施工”转变的结晶。

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中心，由中铁二
十局设计施工总承包的 2 座立交桥工程，
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该项目
已累计完成营业额1600多万美元，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

工程承包板块风生水起，以装备制造、
物流贸易、铝土运输为代表的非工程板块
海外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大，为企业更广
领域、更深层次开拓市场奠定了基础。

“今后海外市场依然是我们重点突破
的对象。”中铁二十局西安工程机械公司负
责人介绍，过去 10 余年，该公司主导产品
冲击式压路机出口到安哥拉、博茨瓦纳等
多个国家。依托巴基斯坦和莫桑比克在建
项目，公司生产的路面压实设备及铺轨设
备、钢结构厂房在巴基斯坦、莫桑比克等国
也打开了市场。

“我为自己是这个团队的一员而感到自
豪！”站在古老的西安城墙上，中铁二十局安
哥拉国际公司员工贝拉通过随行安哥拉国
家电视台镜头，将自己的兴奋传递给同胞。

越来越多的当地员工加入其中，确保
了中铁二十局在海外市场上走得更远。据
了解，过去15年，先后有10万余名当地劳
务人员跟随中铁二十局参加安哥拉、莫桑
比克等国工程建设，其中有近万人掌握了
一技之长，从普工成长为专业技工，也成为
中铁二十局在当地发展的中坚力量。同
时，中铁二十局也有11名员工被所在国授
予各类殊荣，该局的“海外经营”入选中国
铁建“十大品牌”行列。可以说，中铁二十
局在“一带一路”上筑起了一座座丰碑。中铁二十局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至拉合尔高速公路铺设沥青。 冯述平摄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贺亮军报
道：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升级和“一带
一路”建设持续推进等利好因素带动下，广
西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东
盟建立农作物原料生产基地，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

近年来，广西在东盟的农业投资主要
涉及水稻、玉米、薯类、甜菜、蔬菜、剑麻、种
苗、水果等粮食作物种植，以及肉鸡、肉牛
等养殖，并从早期的仓储、贸易等环节逐步
拓展到生产、加工领域，部分企业正在向研
发环节拓展。

目前，许多企业充分利用东盟国家丰
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在东盟建立
海外原料基地并开展产业化开发合作，不
仅缓解了区内企业自身原料供应不足的压
力，还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发
展。例如，广西剑麻集团有限公司在缅甸

实施的剑麻替代种植农业综合合作项目，
于2007年1月份开始实施，已运送剑麻种
苗212 万株，种植剑麻7500 亩，2015 年加
工纤维超过1000吨，预计6年至7年内，可
带动种植达4万亩至5万亩，到盛产期纤维
可达13000吨至15000吨。

同时，部分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实现
原料就地加工。广西农垦明阳生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6180万美元，在越南归仁
省建设年产10万吨木薯变性淀粉、30万吨
木薯干片仓储加工项目。项目一期工程已
于 2012 年 10 月份正式竣工投产，实现年
销售收入1450万美元。此外，明阳生化集
团还在柬埔寨投资年产 10 万吨木薯原淀
粉项目。

截至目前，已有企业与东盟国家合作
建立了经济合作区。例如，由广西农垦集
团承建的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该项目

2010年开工建设，2016年入园企业25家，
包括2家世界500强企业，其中8家企业已
投产，另有 12 家企业正在施工建设，投资
总额2.8亿美元，主要从事家用电器、机械
制造、农产品加工等。

为加强与东盟的农业技术交流合作，
2013 年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在老挝巴
松市建设“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
品种试验站”，成为我国在东盟地区建设的
首个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获得了老挝
农林部颁发的有机蔬菜证书。2014年，广
西福沃得公司在柬埔寨建立水稻品种试验
基地和园艺作物品种试验基地的基础上，
组织实施的“中国（广西）—柬埔寨农作物
优良品种试验站”“中柬农业促进中心”项
目得到了农业部、商务部支持，同时受到柬
埔寨国内高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据统计，2016年广西与东盟农产品贸

易规模达到19.7亿美元。广西对越南出口
占广西农产品出口超过50%，越南已经连
续多年成为广西柑橘、小型农机、农作物种
子和技术的主要市场和通道。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广西农业“走出去”提升了东道国的农
业技术水平，培育了大批农业技术和管理
人才，拓展了双方经贸合作领域。

据悉，广西今后计划在百色、崇左、防
城港等沿边县（市）打造一批国家级、自
治区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力争
到“十三五”期末，在东盟建成 3 个境外农
业合作示范区，在沿边地区建成 3 个农业
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以此推动区内企
业抱团“走出去”、集群式发展，聚集一批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企业和产
业集群，形成更加完善的境内外农业全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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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 正 值
中国的农历正月初
五，全国人民都在喜
迎春节，一片祥和气
息。此时，在万里之
遥的塞内加尔法蒂克
大区的方久尼市，萨
卢姆河边的气温已高
达 30 摄氏度以上。
为了当天的开工典
礼，河南国际合作集
团的 40 多位中国建
设者从农历大年三十
就开始忙碌了，在工
作中，他们度过了一
个繁忙而又充实的春
节。

方久尼大桥横跨
萨卢姆河。千百年
来，这条河上没有一
座桥梁，人员过河需
要乘独木舟摆渡，车
辆过河则需要至少等
待 1 小时，才能挤上
一条很小的混装船，
这给当地人员货物往
来带来了很大不便，
费时费力。塞内加尔
总统马基·萨勒就是
法蒂克人，从小就在
萨卢姆河边长大。对
于他和塞内加尔政府
来说，这座桥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也是
塞内加尔振兴计划中
基础建设领域的重要
项目之一。

该桥是中国政府
援外优惠贷款项目，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出
资，采用 EPC（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模
式，合同金额7104万
美元，由河南国际合
作集团和长城工业两
家公司的联营体为总
承包商，中铁七局武
汉公司负责建设。桥
梁设计长度为1209.2
米，宽11.4米，总工期
为34个月，完工后将极大地改善该地区的交通状
况，并将成为塞内加尔最大最长的桥梁。

对于有着丰富基建经验的中国公司来说，这
样规模的桥放在国内并不是特别困难的项目。
但是在自然环境、设计标准、材料采购、技术水
平、地形地质条件、文化习俗不同的塞内加尔，这
座桥的施工建设难度成倍增大。该项目书记段
琼林向记者介绍了施工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
施工标准问题，设计方案要与对方不断地商讨和
磨合；二是在原材料供应、电力供应、工人效率和
技术水平等方面与国内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要
想按期完成该项目，需要按照实际情况，不断调
整施工进度，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保证施工又
快又好；三是该项目所处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
比如河底地基较软，缺少岩石层，因此打桩的深
度就要增加。又如，在设计中为了考虑河中通航
的需要，中间要给船只留出足够的高度，因此桥
的坡度设计得很高，已接近同类桥梁的设计极
限，这也给施工增添了不小的难度。

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塞内加尔公司总经理王
海东告诉记者，作为第一家进驻塞内加尔的中
国工程承包企业，他们已经在塞内加尔实施了
150 个工程项目，涉及道路、桥梁、给排水、建
筑、打井、排污等多个领域，深耕当地市场多年，
以过硬的工程质量和较快的施工进度获得了当
地政府和社会的一致认可。相信在中塞双方建
设者的共同努力下，这座方久尼大桥也一定能
成为精品工程，造福当地。

2 月 20 日中午 13 点，在中国驻塞内加尔大
使张迅、经商参赞吕义峰陪同下，塞内加尔总统
马基·萨勒来到了方久尼大桥桥头施工现场，主
持了项目开工仪式。他先与双方代表一一握手，
又在项目展板前久久停留，仔细听取了项目介
绍，学习地质学的他还提出了不少技术层面的问
题。接着，他又亲自搬动奠基石，抹上混凝土，给
项目奠基。

马基·萨勒总统在讲话中特别感谢中国政
府、人民对塞内加尔一直以来的帮助和支持，感
谢中国建设者，不远万里来帮助他们修建这座
塞内加尔最大的桥。他还特别提到自己的童
年，当时就经常乘坐一艘小船，和亲人、同学、朋
友一起，慢悠悠地横渡长长的萨卢姆河。家乡
对他来说，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他希望大
桥修好后，可以极大改善当地的交通情况，促进
该地区的发展。这座大桥也将成为中塞友谊的
新象征。

张迅大使表示，方久尼大桥是塞内加尔振
兴计划中的重大项目之一，也是中国政府积极
落实约翰内斯堡中非十大合作领域倡议，加强
与非洲各国全面合作的具体体现。目前，中塞
两国全方位合作进展顺利，中国企业全面参与
塞内加尔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从高速公
路、道路修复、体育场、黑人文明博物馆，到今天
的方久尼大桥，无不是双方互利合作，精诚团结
的缩影。

短暂的春节假期过去了，对于方久尼大桥的
建设者们来说，项目开工以后就意味着得快马加
鞭，保质保量地完成工程进度。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在这个春节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未来收获的，
是丰硕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