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16 2019年1月22日 星期二

日前，中国知名主持人朱

丹携热播纪录片《丹行线》（印

尼篇）亮相雅加达，为中国—东

盟媒体交流年各项活动全面启

动赢得了头彩。《丹行线》以朱

丹的视角展示东盟国家美丽的

自然风光，讲述真实的人物故

事，讴歌中国和东盟之间人与

人、人与自然之爱，搭建双方民

心相通的桥梁。第一季印尼篇

为广大观众带来了《古典爪哇

舞者——印尼梅兰芳》《婆罗浮

屠的无臂摄影师》《伊斯蒂克拉

尔清真寺的换衣工》等多个感

人故事。据了解，《丹行线》第

二季预计将于中国农历春节后

应邀赴菲律宾摄制。

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认

为，《丹行线》以“我们”而非

“你”“我”“他”的视角来讲故

事，这份尊重与理解、包容与欣

赏，触动了观众内心，引发了情

感共鸣，展示了中国—东盟人

文交流的巨大力量。“首先是

‘沉下去’，接触草根。人文交

流的根基在于普通大众，接地

气的故事往往更具感染力。其

次是‘融进去’，倾听心声。人

文交流的魅力在于心灵交融，

从而相互欣赏，发现并挖掘出

朴素和真实的美。再次是‘扬

起来’，传播善美。人文交流的

价值在于传递和弘扬共同的

美，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的传

统价值观，值得我们赞美和发

扬光大。”东盟副秘书长康富表

示，期待《丹行线》尽早延伸至

东盟其他国家，走近东盟广大

民众，促进中国—东盟民心相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应该说，《丹

行线》展现出来的这种“倾诉+倾听”的民心相通，恰恰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内核。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恰恰是我

们这个充满文明多样性的世界中相互交往所应秉持的相处

之道。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丝绸之路都绵亘万里、

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更是推

动经济全球化砥砺前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建设的精神

财富和动力。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均处在关键的十字

路口。世界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

衡，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弊端日益显现。在此情

况下，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一体化遭遇逆流，迫切需要在凝聚共识、汇聚民心层

面有所突破，为破解困境提供可行方案、为人类发展指明前

进方向。集中体现“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在顺应

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历史潮流的同时，突破了长期以来西

方主导的既有利益格局，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

朝着合作共赢方向发展，开辟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

境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员往来每年已

达 5000 万人次。在中国与东盟关系全面进入新时代之

际，这 5000 万人如何看待彼此，如何开展交流与合作，

如何进一步将双方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

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共同发展优

势，将对中国—东盟关系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在

2018年举行的第 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领

导人一致同意将今年确定为“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

目的就是要发挥媒体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中融通民心、

搭建桥梁的关键作用。这也是《丹行线》这样的纪录片应

运而生，用观众听得懂的语言、听得进的方式，着力宣传

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依存、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曾经的驼铃阵阵、舳舻千里，如今已是列车风驰、巨轮

劈波。衷心希望在“丝路精神”引领下，2019年成为中国与

东盟之间相知相交、民心相通的新起点，为充满不确定性的

世界、为困难中并肩奋斗的中国和东盟，擎起一把照亮新时

代前进道路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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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开年，中白工业园迎来好消
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日签署
总统令，给予中白工业园区域性经济特
区地位，使园区企业、居民在物流运输及
生产活动方面得以最大程度享受欧亚经
济联盟的海关便利政策。这是对中白工
业园促进白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认可。

快速成长中的中白工业园吸引力日
益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正在加速
迈向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协调发展、绿色
生态宜居、技术水平先进的国际化产业
新城。

月均一家新企业投入运营

2018 年是中白工业园迄今为止引
进项目最多的一年，共引进来自 5 个不
同国家的 19 个新项目；2018 年中白工
业园区投产运营的企业数量增加到了
13 个，平均每个月都有 1 家新企业投入
运营。

潍柴马兹项目是中白两国合作的
首个柴油发动机项目。2018 年 11 月
份，潍柴马兹项目在中白工业园投产
运 营 ， 预 计 年 产 20000 台 柴 油 发 动
机，将弥补白俄罗斯在柴油发动机生
产领域的空白。成都新筑超级电容器
项目自 2018 年 9 月份开始生产用于城
市公交车的超级电容器。招商局中白
商贸物流园也自 2018 年初开始全面投
入运营。

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亚罗申科表
示，2018年园区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入园企业、居民数量增加，涉及的
行业也在增多，不少产品已在园区内投
入生产，中国援助的住宅楼和科技成果
转化合作中心项目也相继动工。截至目
前，园区已吸引来自中国、白俄罗斯、俄
罗斯、美国、德国、奥地利、立陶宛和以色
列等国42家企业入驻，入园企业合同投
资总额已经达到11亿美元，其中中国企
业投资6.3亿美元。

卢卡申科总统曾对中白工业园产业
定位作过这样的表述：“昨天的产业不

要，今天的产业也不要，明天、后天的产
业是这里需要的。”据中白工业园开发公
司首席执行官胡政介绍，工业园顺应当
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重点发展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精细化工、高端制造、仓储
物流等主导产业。

这样的发展定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新兴产业企业入驻。2018 年 12 月
底，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和中白航天高新
技术产业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入
园。亚罗申科表示，云智科技和中白航
天都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希望其能在
园区快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绩。他对
此充满期待。

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园区

在中白工业园入园处的道路一侧，
有一块红底白字的牌子——“时间就是
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几年来，中白工
业园建设体现的是时间和效率，在很短
的时间内发展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8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
进展，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宜居宜业绿
色园区初步形成。

2018年，中白工业园平均每天新铺
设 36.5 米道路，新建成 110.1 平方米标
准厂房、11.9 平方米写字楼。园区已具
备 515公顷生产经营用地，建成 22万平
方米生产经营设施，建设速度快到“你不
可能两次踏进同一个中白工业园”。

“中白工业园区总规划面积 91.5平
方公里，一期 8.5 平方公里正在全面建
设中。2018年是园区的建设高峰期，道
路、办公楼、厂房都在加紧建设。按照这
样的建设速度，5 年完成一期建设是切
合实际的。”中白工业园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海欣说。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中白工业园
一期开发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基本完
成，入园企业接连动工投产，国际影响力
不断增强。”胡政说。

白俄罗斯副总理加里宁在 2018 年
视察中白工业园时也表示，白中两国关

系日益密切，两国在政治、经贸等方面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工业园建设快速推进，白俄罗斯政府
对工业园建设进度感到满意。

2018年，中国援建的中白工业园科
技成果转化合作中心开工，该项目旨在进
一步推动中白两国科技交流合作，提高中
白工业园的国际竞争力；中白工业园成套
住宅楼项目开工，提升了园区生活配套能
力；管委会“一站式”服务大厅、白俄罗斯
海关站、欧亚丝路区域物流集散中心等都
在中白工业园内启动运营……

五千多名当地人找到工作

2018 年，中白工业园向当地纳税
1676.15 万美元，有 5101 名白俄罗斯人
在中白工业园找到了工作，当地建设企
业分包工程合同额 9338.91 万美元，白
方人员接受中方经营管理培训超过300

人次。这一年里，中白工业园严格控制开
发成本，加快建设速度，起步区建设实际投
资仅为预算金额的52.27%，为白俄罗斯政
府减少财政支出1.05亿美元。

亚罗申科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
中形成了诸多经贸区发展经验，白中两国
合作共建中白工业园正是白俄罗斯学习中
国经验、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良
好平台。工业园通过集纳高新技术产业和
新的发展理念，以带动整个白俄罗斯经济
的发展。

华为白俄罗斯公司是中白工业园第一
批入园企业。负责移动网络维护的当地员
工安德列表示，华为是一家创新型企业，这
几年在华为参与了不同类型产品的研发和
推广，这使自己的工作经历更加丰富，收入
也提高了 30%，“中白工业园在白俄罗斯
是最大的工业园区项目，中国企业的到来
为整个城市都带来了更多投资，希望工业
园的未来更加美好”。

获得白俄罗斯区域性经济特区地位——

中白共建国际化产业新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 丹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和电
站工程总承包企业集团之一，中国东方
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发电设备产量累计超
过 5亿千瓦，发电设备产量已连续 14年
位居世界前列。“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东方电气用数以百计的合作项目打
造“绿色丝绸之路”，连接起越来越广泛
的全球“朋友圈”。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四川德阳的东方
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东方锅炉
股份有限公司，实地探访两家企业的产
品和技术如何闪耀“一带一路”。

走进东方电机有限公司，高大明亮
的厂房、高端的制造设备、整洁有序的现
场作业环境让人眼前一亮。

“从东方电机的生产车间里‘走出

去’了很多中装设备，最让我们自豪的还
属巴西杰瑞电站的发电设备。”东方电机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赵永智向记者介
绍说，巴西杰瑞水电站是目前世界上机
组台数最多、单机容量最大、转轮直径最
大的灯泡贯流式水电站，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贯流式水电站。

“东方电机和全球多家供应商同台
竞技，最终成为杰瑞电站左岸全部22台
机组的独家供应商，我们承揽的左岸主
机设备供货合同不仅是目前我国水电成
套设备出口合同金额最大的项目，这也
是目前我国大型水电成套设备第一次大
批量打入南美市场。”赵永智说。

在巴西杰瑞项目之前，贯流式机组
中的核心技术被国际知名水电公司垄
断。正是凭借在巴西杰瑞项目上的优异
表现，东方电机此后又接连承接了哥斯
达黎加、委内瑞拉、柬埔寨以及中亚地区
多个水电站项目，用实力赢得了市场。

“中国锅”能不能烧“外国煤”？2018
年 8 月 8 日，顺利结束两年质保运行的波
黑斯坦纳瑞 300 兆瓦 CFB（循环流化床技
术）燃煤电站项目给出了肯定答案，电站所
使用的循环流化床锅炉制造商正是东方电
气集团下属的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5月份，波黑斯坦纳瑞燃煤电
站项目签约，这是东方电气在欧洲承建的
第一个大型总承包电站项目。2016 年 8
月 8日，项目提前 45天完工并进入两年质
保运行期。“为了更好地执行波黑斯坦纳瑞
项目，做到‘因煤制宜’，在研发阶段，我们
把 200 多吨波黑褐煤运回国内，在 3 兆瓦
循环流化床锅炉试验平台上开展试烧研
究，全面掌握了波黑褐煤的燃烧机理、着火
特性、污染物排放特性等大量关键数据，为
优化工程设计和指导锅炉运行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依据。”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霍锁善告诉记者。

据霍锁善介绍，自“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东方锅炉积极服务“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向多个国家提供高效、环保、
可靠且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电力、环保
装备。“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所涉产业不光
有具备传统优势的电站锅炉、辅机，还包
括电站脱硝、海水淡化、海水脱硫、太阳
能光热、核电等新兴的清洁能源产业以
及生物质、垃圾发电等新能源产业。截
至 2018 年 7 月份，东方锅炉共为‘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提供电站锅炉主机37台
套，各类产品合同总金额约为 54.6 亿
元。”霍锁善说。

东机、东锅两家企业是东方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服务“一带一路”的代表，也
是缩影。通过加快优势产能“走出去”步
伐，东方电气设立了海外办事处、成立了
海外公司，拓宽商业模式，与当地企业、
机构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源源不断地将
制造和服务能力输送到“一带一路”
前沿。

东方电气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电气设备和优质服务——

精品项目打造绿色丝路
本报记者 刘 畅

中白工业园位于白俄罗

斯首都明斯克，是白俄罗斯

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也是

中白两国重要的合作项目，

被 誉 为“ 一 带 一 路 ”上 的

明珠。

快速成长的中白工业园

吸引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

力不断提升，正在加速迈向

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协调发

展、绿色生态宜居、技术水平

先进的国际化产业新城。 ①①

②②

图① 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以东25公里处的中白工业园。

图② 2018年7月9日，白俄罗斯副总理加里宁（中右）视察中白工业园。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中欧班列“徐州号”（徐州—莫
斯科）日前成功开行。据南京海关介绍，该班列由 50节车
厢编组而成，共搭载100个标箱，货值1515万元，货重858
吨，全部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货物。班列全程开行6700公
里，预计耗时15天。

中欧班列“徐州号”的开行，将更好服务徐州外贸企业，
有助于做大做强徐州物流枢纽集散业务，进一步增强徐州
对苏北、皖北、鲁南等淮海经济区城市货物的吸引力，为徐
州淮海国际陆港建设发展增添动力。

中欧班列“徐州号”成功首发

本版编辑 徐 胥

中欧班列“徐州号”成功开行。 李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