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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2017年，中化集团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贸易额达到438亿美元——

在“一带一路”上播撒合作共赢良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支点，构建对外开放新高地——

陆海联动让亚欧跨境运输更通畅
本报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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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领事通”微信公众号推出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遥远报道：中国援助乌兹别
克斯坦海关铁路集装箱检测设备启用（交接）仪式日前在
乌首都塔什干市丘库尔塞火车站举行。中国驻乌兹别克
斯坦大使姜岩、乌国家海关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里波夫、
海关各部门等出席活动。

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姜岩指出，这批海关铁路
集装箱检测设备由中国政府出资、中国企业制造和安装，
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与人民的无
私帮助及支持。中方愿与乌方共同努力，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乌国家海关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里波夫高度评价中
方提供的现代化铁路集装箱检测设备并表示，这批设备
将极大提升乌海关工作效率，提高货物通关速度。

中国援乌海关铁路集装箱检测设备启用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国际投资促进会、“一带一路”文
化发展论坛组委会共同发起并主办的 2018“一带一路”
文化发展论坛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高峰论坛日前
在深圳举行。

埃塞俄比亚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泰菲力·麦莱
斯·德斯塔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发展蓝图，为相
关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优势，惠及诸方，同时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非凡的有利条件。

在论坛举行的文化联谊会中，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
业联盟、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联盟筹委会正式揭牌。
据悉，联盟将致力于为大湾区城市经济文化发展方式转
变献计献策，推动湾区城市文化事业发展，打造中国乃
至全球城市文化展示推广、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咨询服
务、文化项目投融资、文化地产配套建设、文化商业化运
营项目推广等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服务平台。

2018“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论坛举办

小土豆做成大产业，希森马铃
薯“远嫁”哈萨克斯坦结出了硕果。
日前，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宣布了两
个特批：一是特批 1亿坚戈（约 200
万元人民币）的马铃薯项目，重点推
广马铃薯新品种希森 6 号；二是经
过2017年一年的正规区域试验，希
森马铃薯品种证实可在哈萨克斯坦
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未来 5 年这
个新品种有望在哈萨克斯坦种植
100万亩。

哈萨克斯坦农业部门作出以上
特批，是基于当地政府和周边马铃
薯种植者对希森马铃薯的高度认
可。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是一家集
马铃薯新品种选育、优质脱毒种薯
繁育、马铃薯深加工、科技示范推广
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6家子公司和中国国家马铃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他们以国家马铃薯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平台，积极开
展国际间科技合作。

希森马铃薯能成功“远嫁”哈萨
克斯坦，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
在哈萨克斯坦，马铃薯是主食之一，
但中亚一带马铃薯亩产量低、抗病
虫害能力差、品种单一。2017 年 3
月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
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哈萨
克斯坦农业技术大学展开合作，在
哈成立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分中
心，建立了 500 亩中国马铃薯科技
示范基地，哈方提供土地，中方提供
技术和资金，联合培育新品种，推广
高效栽培技术，并将“希森 6 号”引
种到哈萨克斯坦。

“双方合作的重点是对希森马
铃薯系列新品种及其种薯，包括希森3号、5号、6号、8号
等4个品种在阿斯塔纳地区开展抗旱、抗逆、抗病、栽培管
理及丰产性等方面的研究，为大面积推广应用马铃薯新品
种提供品种储备和技术储备。”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谢开云说。此次合作意义重大，我国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希森3号、5号、6号、8号马铃薯新品种第一次被
推广到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海外马
铃薯种薯基地。

“我们在哈马铃薯繁育种植全部机械化，播种1公顷
只需要 1 个小时的时间，原来他们手工播种 1 公顷大概
需要 2周的时间。”谢开云表示，中哈双方科研人员针对
当地环境，经过反复试验，改良了在中国培育的新品种

“希森 6号”，使它适应当地生长环境，不仅抗旱、抗病性
能好，还可用于鲜食、薯条及全粉加工。在哈萨克斯坦的
阿斯塔纳，中哈联合培育的马铃薯希森 6 号正成为当地
人餐桌上的新宠。哈萨克斯坦农场主叶甫盖尼·拉夫罗
夫说：“希森6号秋季收获之时，能增产30%。”

位于新亚欧大陆桥东端的江苏连云港
口岸，一派繁忙景象。“哈萨克斯坦的铁合
金、小麦，俄罗斯的木材，日韩的汽车配
件，欧美的机电产品，澳大利亚的肉牛
……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世界各地的
商品在这里中转汇聚。”南京海关隶属连
云港海关关长罗来荣说。

古丝绸之路沿陇海铁路向东，古海
上丝绸之路沿海岸线向北，“一带一路”
在连云港交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年来，“港、航、路、园”同步发展，贸易更
加便利，物流更加通畅，为连云港注入了
新活力。

借园破题
“两基地”增添新动能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首个实体平
台，中哈基地自诞生之日起便展现出蓬勃
发展的势头。连云港海关在基地至码头
间开辟的“绿色通道”，帮助基地形成了

“前港后站、海陆互通”的运营模式，集装
箱货物卸船后可直接运至基地拆拼箱、简
单加工，降低了物流成本。今年 1 月份，
中哈基地保税仓库投入使用。新增的保
税功能将进一步延伸物流服务链条，吸引
日韩及中亚五国货物在这里聚集。

经过近5年的建设发展，基地设施日
渐完善，功能逐步拓展。“目前，基地新云
台码头海河联运项目进展顺利。今年前

7 个月，连云港海关累计监管铁矿砂、红
土镍矿等联运货物 381.3 万吨。”连云港
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张光介绍。

8月2日，在连云港海关监管下，江苏
首批以空海联运方式进境的94件快件在
基地的领略国际快件物流中心顺利通关，
海运快件项目试点成功。

以港兴市
老口岸迎来新发展

目前，连云港拥有江苏最大的海港口
岸，建成万吨级以上泊位 71 个，开辟了
54 条集装箱航线、13 条杂货班轮航线及
2条中韩客货班轮航线，年货物吞吐量超
过 2亿吨。今年前 7个月，连云港口岸进
出口货物 4830.8 万吨，货值 174.9 亿美
元，量价持续双升。

“目前，连云港港口是江苏班轮航线
开行最多、唯一拥有远洋干线的港口，也
是‘海洋联盟’跨太平洋航线起始港和远
东波斯湾航线往返港。‘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为港口发展增添了新动力”。连云
港港口集团生产业务部副部长龚本年说。

今年4月份，“辉煌”号邮轮开启了至
日本长崎的首航之旅。至此，连云港港口
成为江苏首个国际邮轮母港。密集的国
际航线对海关监管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从 2015 年上线的国际航行船舶监管
两个系统（“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手续
网上办理系统”及“临时停靠网上审批系
统”），到今年全面推广的国标版“单一窗
口”，在连云港口岸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国际船舶进出境申报手续持续简化，“信
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使整个申报
过程压缩至数分钟内完成。

为进一步提升口岸效能，连云港海关
会同海事、边防等部门开展联合登临检

查、联合巡航等改革，通过空中巡查、海上
巡检、联合作业等方式，强化了锚地等区
域监管的同时，也缩短了船舶滞港时间。

航路互通
新陆桥迸发更多活力

依托海港，向东深化与日韩等国和地
区互动；沿着陆桥，向西拓展“内陆、中亚、
欧洲”三个市场，“航路互通”“陆海联动”，
成为连云港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支点、构
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关键所在。

为使陆海联运再快些，连云港海关于
2014 年启动了中韩陆海联运改革试点，
通过流程再造，不仅有效简化了中韩陆海
联运货物及挂车查验、通关等手续，缩短
了中韩之间多式联运货物通关时间，也确
保了运输的连续性，新亚欧跨境运输大通
道变得更加通畅。随着连云港中亚（欧）
班列的开通，由海关、铁路、企业等同步推
进的多式联运改革逐步深化。在中哈基
地设立的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内，由海
关开发的多式联运辅助管理系统实现了
数据抓取、自动放行等功能，智能化监管
使过去繁冗的货物转关变得更加便捷，高
效服务让海内外货主称赞。

据介绍，目前，由中哈基地发出的亚
欧跨境货物班列已覆盖中亚五国 200 多
个站点，并形成了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
德国杜伊斯堡2条新通道。不仅如此，当
地还成功开通了哈萨克斯坦出口小麦、乌
兹别克斯坦通用汽车整车 2 条东向过境
专列和德国杜伊斯堡至印度新德里的公
铁海联运班列，“日中欧”海铁联运大通道
也已测试成功。可以预见，来自世界各地
越来越多的货物将在这里下桥上船或下
船装车，新亚欧大陆桥将伴随“一带一路”
建设焕发出更多生机。

干旱少雨的巴基斯坦对小麦品种要
求苛刻。但是，今年白沙瓦瑞吉村里却有
一片小麦长势喜人。农民弗里杜拉告诉
中国专家，从去年开始，他在自家地里试
种了来自中国的杂交小麦，产量接近翻
倍，收入也因此增加不少，“以后如果长期
种植杂交小麦，家里生活条件会更好，我
的孩子也可以上学了”。

弗里杜拉提到的中国杂交小麦来自于
中化集团下属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良
种合作正是中化集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在巴基斯坦，而且还
在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开展了杂
交小麦的示范推广，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和
相关单位的高度认可，打造出中国现代农
业高技术成果“走出去”的又一张新名片。

攻克世界难题

作为世界第一大口粮作物，小麦既是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最主要的口粮作物之一。
据了解，“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小麦种植面
积超过 11 亿亩，约为中国小麦种植面积
的 3.5倍。但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小
麦生产水平普遍较低，提升潜力巨大。

杂交小麦是提高小麦产量的重要途
径。相比传统品种，杂交小麦具有高产、
稳产、抗逆、广适等特点，在中低产田种植
优势更加突出，面向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的
巴基斯坦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

“杂交小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直
是国际种业竞争的焦点。”中种杂交小麦
种业（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兆波说，北
京市农业科学院等单位于1992年首次发
现了小麦光温敏雄性不育现象和材料以
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首创了中国二系
杂交小麦技术体系，并快速推广和应用于
生产，使我国率先成为利用不育系实现杂
交小麦应用的国家。

2011 年，中化集团下属中种公司和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共同投资设立中种杂
交小麦种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种杂交小麦公司”），致力于加快杂交
小麦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成功实现杂
交小麦产业化，使得中国成为全球二系杂
交小麦研发的核心基地，在国际杂交小麦
领域处于上游顶端位置，具备了高端引领
和技术辐射的优势。

白沙瓦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穆罕默
德·阿里夫表示，全世界都在研究杂交小

麦，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
样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来自北京的杂交
小麦是世界杂交小麦技术的一个先锋，通
过这项技术，可以用较低的成本生产大量
的杂交小麦种子。这项技术不同于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技术，是一套中国自己的技术
体系。

增产效果喜人

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也是
“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小麦是巴基斯
坦第一大粮食作物，但其单产水平较低，
迫切需要引进国外先进小麦育种技术。
为此，中巴政府将杂交小麦列为政府间科
技合作协议范畴。

2012 年以来，中种杂交小麦公司、
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巴基
斯坦最大的种业公司佳德农业公司、白
沙瓦农业大学合作，在巴基斯坦开展了
二 系 杂 交 小 麦 合 作 试 验 示 范 工 作 。
2013 年，巴基斯坦政府专门来函要求加
强中国杂交小麦在巴基斯坦推广应用。
2014 年世界种子大会期间，中种杂交小
麦公司与巴基斯坦佳德农业公司签订了
为期 10 年的商业合作协议，率先在巴基
斯坦开展市场开发。

为了使巴基斯坦人民尽快受惠于二
系杂交小麦，中种杂交小麦公司派遣专业
技术人员赴巴基斯坦开展技术合作和产
品推广工作，在技术合作上采取手把手
教、点对点学的方式，在产品推广上采取

带着企业干、种给农民看的方式。据不完
全统计，中方累计派遣赴巴基斯坦开展杂
交小麦技术合作和产业推广人员近 150
人次，累计走访城市超过20个，累计行驶
里程超过10000公里。

中种杂交小麦公司还在产业化关
键技术创新上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例
如，通过完善机械化制种技术、生育期
调节等技术，使得种子成本进一步降
低，种子质量不断提高；面向巴基斯坦
生产实际，探索了适合巴基斯坦应用的
杂交小麦节水种植技术。技术创新形
成了产业链中下游关键技术储备，为杂
交小麦在巴基斯坦的大面积应用提供
了技术支撑。

“实践证明，杂交小麦品种在节水、抗
旱、抗盐碱方面非常突出。”中种杂交小麦
公司科研部经理张胜全说，去年在巴基斯
坦北方麦区开展的试验，中国杂交小麦的
增产幅度最高达到50.1%；在中部麦区试
验中，增产幅度最高达到45%。

形成两个共同体

过硬的增产数据，使得巴基斯坦农业
科技界对中国杂交小麦技术高度认同，也
因此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予
积极响应和全力参与。白沙瓦农业大学
先后组织两次国际会议研讨中国杂交小
麦，建立了专门试验室和专业团队参与合
作，并提议推动建设中巴联合研究中心，
希望引入并实现中国杂交小麦技术在巴

基斯坦本土化，打造中国杂交小麦走向
“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桥头堡。

近年来，中化集团充分发挥多年国
际化运作积累的经验，紧密结合主营业
务发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
是发挥贸易业务优势，促进“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贸易畅通。中化集团与“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2015 年至 2017 年，中化集团在相关国
家和地区贸易额达到 438 亿美元；二是
进一步整合全球天然橡胶产业链，提升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资源配置效率，打
造了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供应平台；三
是助力中国与相关国家农业部门合作，
输出先进农业技术，帮助“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提高农业发展水平。

中化集团农业事业部副总裁、中国种
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维波表示，公司
将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继续携手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发挥强强联合及科企结
合优势，按照杂交小麦全产业链布局开展
技术创新，聚集国内小麦研发优势资源，
培育一批适合中亚、南亚丝路国家应用的
高产、优质、抗逆小麦新品种。

与此同时，发挥央企对外合作优势，
以加快杂交小麦在巴基斯坦率先实现产
业化为突破口，在南亚、东南亚、非洲、欧
洲建立杂交小麦新品种培育和示范基地，
构建亚非欧杂交小麦示范应用网络，加速
中国原创优势技术走向国际，同步打造杂
交小麦科技合作“命运共同体”和产业开
发“责任共同体”。

马来西亚—中国旅游促进协会日前在吉隆坡举行

“马来西亚领事通”微信公众号推广活动，以帮助中国游

客了解在马旅游注意事项和领事保护信息。图为在吉隆

坡，使馆工作人员与马来西亚—中国旅游促进协会会员

展示“马来西亚领事通”二维码。 （新华社发）
今年1月份至7月份，连云港国际班列开行414列，接发集装箱3.9万标箱，货值41.1

亿元人民币。 林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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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麦。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