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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塔省坐落于越南西南部，湄公河
穿省而过，水路交通便利，每天航行在
河上的船只络绎不绝，但受限于陆路交
通网的缺失，往返于湄公河两岸的货车
和居民只得依靠轮渡通行。由中国路桥
工程责任有限公司承建的越南跨湄公河
高岭桥项目日前竣工通车，彻底改变了
湄公河两岸交通现状。

越南副总理郑庭勇在出席通车仪式
上表示，高岭桥现代美观、技术先进，
对提高九龙江地区竞争力将发挥重要作
用，对促进该地区与越南乃至区域其他
国家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制造 质量保证

越南高岭桥项目位于同塔省高岭
市，横跨湄公河，全长 2.4 公里，采用
双塔双索面混凝土梁斜拉技术，是中国
企业在越南承建的首个斜拉大桥。在此
之前，越南已建成的斜拉桥大多由澳大
利亚、日本等国企业承建。第一次由中
国企业承建这类项目，越南业主充满了
期待。

“走出来我们才知道，国外对中国产
品的质疑还很多。我们做工程的，一定
要抓好质量，做好项目。”项目经理刁鹏
说，启动伊始，项目部建立了严格的质
量三检体系，每位工程师随身必带相关
质量和安全手册。无论是进场材料还是
施工工序，分包商自检、承包商检查、
监理抽查一个都不能少。

在刁鹏看来，除做好内部管控之
外，推动分包商淘汰老旧设备，采用高
效先进的施工设备，才能更好地保证施
工质量和安全。经过分包商实地考察和
中方耐心开导，中国生产的塔吊、电
梯、液压爬模等关键设备先后进入施工
现场。事实证明，这些性能可靠的中国
设备不仅保障了工程质量，也显著提高
了分包商施工的效率。以液压爬模系统
为例，与同一条线路上另一座斜拉桥使
用的他国产品比较，中国系统设备在爬
升效率、操作性能及安全方面均有明显
优势。尝到甜头的分包商在后续主梁施
工阶段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挂篮系统。

克服挑战 终迎收获

记者在采访时获悉，项目建设并非一
帆风顺。2016年高岭桥主塔施工进度顺
利，但在准备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方案时，
中国建设者们碰到了棘手难题。

高岭大桥设计单位提供的主梁施工
工艺为非对称施工，按照这种工艺会产生
较大的不平衡重。经计算，最大不平衡重
可达到350吨，这与国内一般采用的对称
施工工艺不同，建设难度和施工安全面临
的挑战将大大增加。

项目部在与业主沟通之后，并未得
到满意答复，设计单位坚持原设计不
变，分包商也声称如果建设过程中发生
变更并追加投入，将提出索赔。为此，
项目部对非对称施工工艺全面分解细
化，掌握施工风险点，在征求国内专家
意见后，项目部决定遵从原设计。在方
案讨论会上，项目总工程师张冬说：“我们
要做的，就是发挥我们的技术优势，将施
工风险降至最低。”

施工过程中，随着主梁节段不断推
进，控制的难度逐步增大，观测和计算的
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都要在分析上一节

段数据的基础上反复验算，才能给出下一
节段的控制数据。经过10个月的奋战，
项目主梁施工顺利完成，控制精度全部在
规定标准之内，张冬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2018 年 1 月份，高岭大桥项目一次
性通过了监理验收，是全线首家获得初验
证书的承建方。

以诚相待 合作共赢

越南高岭大桥项目由亚洲开发银行
等出资 1.44 亿美元，中国路桥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联合越南本土企业共同承建。
这种模式对于中国路桥的建设者们来说
并不熟悉，双方背景不同，理念有差异，合
作之前互不了解，这一切都给项目能否顺
利推进打上了问号。

不过，一件小事改变了中方的想法。
临建初期，项目现场需要架设一台变压器，
并增设一条长约2公里的线路。中方人员
向当地电力部门申请，跑了多趟，可是迟迟
没有回音。再拖下去，后续很多工作都会
受到影响。这时有人提议让联营体方帮忙
申请，虽然此项工作不属其工作范围，但他
们还是爽快地答应了。由他们出面联系当
地电力局，很快便得到了批复。

自此之后，项目部的中方建设者们统
一了认识，“联营体模式下，大家都是利益
共同体，双方各自的优势完全可以互补。
要充分利用好这种关系，以双赢的理念努
力实现目标”。定期联合会议的制度由此
设立，中方发挥桥梁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
势，联营体方则发挥语言和熟悉当地规则
习惯等优势，协力开展工作。

除此之外，高岭大桥项目采用专业分
包形式修建，分包商多为当地施工企业，
在施工效率和理念上都与国内有着很大
不同，现场标准化管理水平不高。中方多
次要求整改，但效果并不明显。为此，
项目部决定邀请分包商负责人前往国内
参观类似桥梁项目。在到达当时正在建
设的港珠澳大桥和虎门二桥施工现场
后，分包商被中方标准化的现场管理深
深地震撼。回国后，分包商开始主动配
合项目部改善现场形象的要求，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施工现场有了积极变化。

高岭大桥项目党支部书记周曹峰
说：“联营体模式是我们的初次尝试，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团队一起合作，取长
补短，合作共赢，这是一个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很难的事。事实证明，我们
做得不错。”

在山东省胶州市，有两位农民发明家
不仅研制出了行业领先的农业机械，还将
这些产品远销到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
等国家。以“发明成果”为媒介，他们有了
自己的“上合朋友圈”。

“里奇，这台机器已经建造完成，准备
发往你们工厂。”在胶州市胶莱镇工业园，
青岛璐璐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
敏正在陪着印度客商里奇·科菲验收即将
交付的机器。

里奇·科菲的企业在印度，他 4 年
前同李志敏开始合作，今天他选购的这
台机器是李志敏刚刚研发制造的最新一
代辣椒去把机。“去年我们在这订购了
20 台机器，今年我们要再采购 30 台。”
里奇告诉记者，原来要15个人才能处理
完成的辣椒，现在通过这个机器，只要
5 个人就可以，效率大大提高，人力成
本也得到了控制。

辣椒去把机虽然已是农业机械市场

上的明星产品，但它的问世之路却是一
波三折。李志敏所在的胶莱镇是远近闻
名的辣椒小镇，每年辣椒收购季，家家
户户起早贪黑忙个不停，为了合乎出口
要求，每个辣椒把都需要摘掉。“当时没
有机械，只能靠指甲掐，一天下来，手
又疼又辣，苦不堪言。”李志敏说，当时
自己也做辣椒加工，到了旺季同行们都
在抢工人，人工成本高不说，效率也上
不去，他当时就想，能不能做一种可以
代替人工的机器。

2009 年，李志敏开始了自己的发明
之旅。在他的设想里，这样一台机械研制
起来应该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一旦干起
来，他才发现难题一个接着一个。“最难的
是没有参照物。由于辣椒品种不同，数据
也不同。再就是没有资金支持。”面对难
题，李志敏并没有退缩，缺少资金，他就把
房子抵押了去贷款；技术不过关，他就一
遍一遍反复试验。

2014 年，李志敏的第一台辣椒去把
机研制成功了，但是当他满心欢喜地将产
品推向市场时，却遭到了冷遇。结合市场
上反馈回来的各种意见，他又花了将近两
年时间，进一步提升设备性能。“新产品一
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辣椒尖一
点都没损伤，辣椒把剪得非常好，达到了
出口标准。”李志敏说，这一次成功问世的
辣椒去把机，以及之后研发的装包机、除
草机等，让他获得了8个国家专利，还让
这些产品走出国门，成为印度、巴基斯坦
等国家的市场新宠。

上合组织蓬勃发展带来的机遇也让
位于胶莱的另一位农民发明家吴洪珠受
益。距离李志敏的工厂5分钟车程，吴
洪珠工厂生产的马铃薯播种机、插秧机
和收获机同样受到俄罗斯、印度等上合
相关国家客商的青睐。

他和来自上合相关国家的朋友们结
缘于2012年。青岛洪珠农业机械有限公

司总经理吴洪珠介绍，在莫斯科的一个农
业展览会上，俄罗斯一位副总统对他的设
备非常感兴趣，有几个代理商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采购了几台，没想到在当地试用以
后，效果非常好，洪珠机械迅速打开了当
地市场。此后，印度、哈萨克斯坦以及尼
泊尔等国，也陆续成为了洪珠机械的新市
场。为了更好满足当地的使用需求，吴洪
珠还针对不同市场推出了定制产品。

“各个国家种植土豆的农艺要求、品
种行距、配套动力、农场大小等都有所不
同，要根据地区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不同
的机型。”吴洪珠说，如今公司每年出口
4000多台各类马铃薯处理机械，出口额
50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上合组织相关
国家占到了贸易额的绝对大头。吴洪珠
表示，下一步要继续结合客户的需求，研
制更多的新型农机，洪珠机械将逐步加大
在这些国家的推广力度，为这些国家的农
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自主研制农业机械远销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

山东农民有了“上合朋友圈”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 伟

中国路桥首次尝试联营体模式——

湄公河上架起友谊桥
本报驻河内记者 崔玮祎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21世纪不仅
是亚洲世纪，也是非洲快速崛起的世纪。”日前，在由中国
驻南非使馆和南非人文科学理事会共同主办的“中非工
业化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讨会上，中国驻南非大使
林松添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非洲国家探索工
业化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和选择。

林松添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第四次工
业革命即将到来，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迎来了历史性新机
遇。展望未来，中国愿继续携手南非等非洲国家，共同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非
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支持和推动非洲
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南非联合执政和传统事务部副部长巴佩拉表示，工
业化是南非等非洲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关
键。南非将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政策法律，以吸引更
多外国投资。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重点
探讨非洲工业化，期待中国与非洲国家分享工业化发展
成功经验，助力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

南非贸易和工业部经济特区事务处处长克拉森认
为，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平台，南非现有的8个经济特
区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他期望中方多年来在经济特区建
设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能为南非提供有益借鉴。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遥远报道：中铁隧道局集团
有限公司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以EPC模
式承揽的沙尔贡煤矿现代化改造项目日前开工，这标志着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建设全面启动。

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姜岩说，沙尔贡煤矿现代
化改造项目是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建设的项目，
是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达成的重要经贸成果
之一。该项目将是乌第一个现代化井工矿，是中国优势
产能和乌煤矿转型升级的有机结合，希望双方企业共同
努力，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施工安全，造福两国人民。

据悉，沙尔贡煤矿地处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北
部，毗邻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目前年开采硬煤16
万吨/年，升级改造后的产能将提升至90万吨/年。该项
目使用中国政府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由中国进出口银行
承办，EPC合同总造价为9450万美元，工期为38个月。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经改建升级的柬埔寨
国家6号公路启用仪式日前在柬埔寨磅湛省举行。柬埔
寨首相洪森在致辞中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以来向柬埔
寨提供的发展援助表示感谢，称中国的援助极大地推动
了柬埔寨经济发展，实现了柬埔寨国内交通基础设施的
连通，也改善了柬埔寨与周边国家的连通状况。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熊波表示，中柬是传统友好邻邦
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在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相互尊
重、理解和支持，两国已形成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互利共赢新型国际
关系的典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柬埔寨走符合本
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愿同柬方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支持柬埔寨加快发展，共同推进中柬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柬埔寨国家 6 号公路是连接金边至暹粒的重要干
道，全长251.14千米，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额为2.488亿
美元，由上海建工集团承建。改建之后，极大改善了金边
与柬埔寨北部省区的互联互通水平，对公路沿线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
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日前发布的《“一带一路”国际基础设
施合作白皮书》显示，过去6年里，在56个有数据的经济
体中，有25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竞争力呈持续上升或止
跌回升状态，有15个经济基础设施竞争力保持了稳定。

《白皮书》指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中，“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得到了充分体现。包括蒙内铁路在内的
基础设施项目，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正在
显现，许多基建项目本地化用工比例达到30%至60%。

《白皮书》认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也存在不
少挑战。对许多东道国来说，基础设施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政策共识
并付诸坚定行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缺乏能力来支
持投资、管理和运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国际发展合作体
系也存在短板，难以动员足够的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落
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更广泛的基础设施投资。

柬埔寨国家 6 号公路启用

“一带一路”国际基础设施

合 作 空 间 广 阔

中国经验有助非洲工业化发展

中企承建乌兹别克斯坦

沙尔贡煤矿项目全面开工

近年来，江西宜丰县企业生产的竹地板、环保电池等
产品，出口德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图为宜丰县鼎
丰玻璃有限公司轻量化玻璃矿泉水瓶生产线，员工在抽
检生产的产品。 何贱来摄

江西宜丰积极推动产品出口

由中国路桥工程责任有限公司承建的越南跨湄公河高岭桥项目日前竣工通车。 本报记者 崔玮祎摄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一带一路：太
阳之旅”日前在法国巴黎启动，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60余名自行车爱好者，骑太阳能自行车从法国里昂
出发，骑行 12000 公里，最终抵达中国广州。中国
驻法国大使翟隽表示，“一带一路：太阳之旅”得到了
中法两国政府和各界的广泛支持，这是双方在中法
环境年框架下的一次重要活动，也是里昂市和广州
市结成友好城市30周年之际，中法加强地方交流与
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

法国里昂大区副主席阿兰·加利亚诺表示，这一
活动为法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增加了生态
环保的新维度。中国近年来在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
取得了重大进步，法国也对新能源的推广十分重
视。加利亚诺指出，作为古丝绸之路终点的里昂，早
在几个世纪前就与中国开展了贸易交流。2016年，
首趟武汉至里昂的中欧班列开通，里昂成为“一带一
路”上的重要一环，连接起了历史与未来。

图为“一带一路：太阳之旅”启动现场。
本报记者 李鸿涛摄

“一带一路：太阳之旅”在巴黎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