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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擘画共建“一带一路”新蓝图
本报记者 顾 阳

“喂，您好……好的，我马上
到。”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中铁
北京工程局国际分公司职工刘其
永匆匆赶往孟加拉帕德玛大桥铁
路连接线项目军方监理所在地处
理事务。

随着中铁北京工程局践行
“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一批
批青年员工纷纷走出国门，“90
后”的刘其永就是其中一员，“当

得知公司派遣我去孟加拉项目时，我的内心十分激动”。
孟加拉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位于孟加拉国中西部，该建

设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项目，也是孟加拉政府十大
重点项目之一。

刘其永深知这一项目是中国中铁在海外的“名片工程”，
对他而言，能参与这个项目机会难得。“刚来时，项目经理安
排我负责全线征地工作，这类工作我之前在国内干过，心里比
较有谱。”但令刘其永没想到的是，这一想要大显身手的兴奋
劲却被现实浇了冷水。因为孟加拉的土地属于私人所有，征地
困难不小。

愁得几天没睡觉后，刘其永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
克服语言关，学习掌握与征地方面有关的英语，加强同当地政府
的沟通；另一方面是加强与当地百姓的协调，打感情牌。通过刘
其永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孟加拉当地群众从刚开始的不配合
渐渐转变了态度，很多人还和项目部员工成了朋友。

在孟加拉，中铁北京工程局团队遇到的困难可谓一个接一
个。“从施工生产到衣食住行，每天都有新问题、新挑战，感觉就
像在闯关，但没有一个人放弃。既然出了国，我们就代表着中国
中铁，更是代表中国！”刘其永说。

文/本报记者 齐 慧

中铁北京工程局国际分公司职工刘其永：

“在海外我们代表的就

是中国”

1979年，作为埃及最早一批学汉语
的大学生，佳妮来到中国学习深造，自此
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40多年后，佳
妮的女儿玛丽来到中国建筑埃及分公司工
作，参与建设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
（CBD）项目。她们母女与中国的情缘，
在埃及被传为佳话。

佳妮教授是埃及最早一批学习汉语的
大学生，也是登上高校讲台执教中文的第
一位本土女教师。她求学和执教的艾因夏
姆斯大学，是埃及最早开设中文系的大
学。执教之余，她还把中国大量文学作品
翻译推介到阿拉伯世界，获得过国家汉办
授予的汉语教育推广突出贡献奖。

在家庭的熏陶下，玛丽很小就接触
了唐诗宋词，她惊叹世界上竟有这么美
的语言。玛丽还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建筑
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先后4次来
到中国，被中国的飞速发展深深震撼，
想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想法在她心中埋下
了种子。

2018年，中国建筑埃及新首都CBD
项目开始动工建设，该项目位于首都开罗

以东约50公里处，总占地面积约50.5万平
方米，包含20个高层建筑单体及配套市政
工程。该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埃及市场上
承接的最大单个项目。

得知这一消息后，玛丽毫不犹豫地前
来应聘并成功入职。来到项目，科学的管
理制度、优秀的企业文化、勤劳善良的同事
朋友，让玛丽逐渐融入到了这个团队中
来。她也渐渐对“为什么中国能够发展得
如此好”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答案。

玛丽的同事哈南是资深前辈，也是中
国建筑在埃及发展的“活历史”。中建是哈
南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她珍视的事业。哈
南说：“非常骄傲在这里度过了我全部美好
的年华。”

佳妮教授常说，她和丈夫对女儿有机
会入职中国建筑感到非常高兴；看到玛丽
在埃及新首都CBD项目与中国同事亲密
相处，并不断取得进步，更是感到无比欣
慰。中国建筑的大家庭，温暖了许多像玛
丽这样的埃及人。他们在这里作出自己的
贡献，也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文/本报记者 黄 鑫

中国建筑埃及分公司员工玛丽：

续写中国情缘

回眸：
交出令人满意“成绩单”

时光回溯到2019年4月份，古都北京
再次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征程上又一重
要历史节点。

39位外方领导人、150个国家、92个国
际组织、6000多位外宾如约而至，共赴盛
会，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达成了283项务实成果，折射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

共建“一带一路”，魅力何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

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
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习近平主席一语道破。

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揭示了共建
“一带一路”的成功“密码”，那就是“一
带一路”建设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
流、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
求、顺应了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
愿望。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37个国家和30
个国际组织签署近200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
国家，还有不少发达国家的企业或金融机
构与我国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老铁
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都在
扎实推进，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
夫斯港、哈利法港等项目进展顺利。

孟玮说，如果从2011年发出的第一列
“渝新欧”算起，被称为“钢铁驼队”的中欧
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近2万列。在服务不
断创新中，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越来越多，覆
盖范围越来越大，货物品类越来越全，已成

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公共品牌之一。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外贸快速增长，

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贸易中的一抹亮色。据
海关总署统计，2019年前11个月，中国对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计进出口8.35万亿
元，增长9.9%，高出同期全国整体进出口增
速7.5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总值近三成，
贸易占比提升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中国先后与20多个相关国
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与7个国家建
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2019年前三季度，
中国对相关国家合计进出口约9500亿美
元，对相关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00
亿美元。中白工业园、中阿（联酋）产能合
作园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稳步
推进。

展望：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
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
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为共建“一带一路”
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优化完善的营商环境。从2020年1月
1日起，我国第一部统一的外商投资领域基
础性法律《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这为新
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营商环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
度保障。同日生效实施的，还有《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作为中国的一项制度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把近年来各地区、各
部门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大量行之有效的
政策、经验、做法上升到法规制度，从制度
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和支撑。

中国在深化自身改革的同时，不断强
化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
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事物，需要各方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共建‘一带一
路’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孟玮表示，中方
构建并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
分析框架》，通过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
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建立能力建
设中心等举措，鼓励各方提高投融资决策
科学性和债务管理水平，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可持续发展。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意
味着更加开放和切实可行的机遇。“数字经
济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中最具活
力、创新力的领域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黄勇说，数字经济的特
性决定了其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独特
优势，“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将有助于推动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在信息基础设
施、贸易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全方位交流
合作，有效缩小“数字鸿沟”。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造福了中国，更
造福了世界其他国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
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马凯硕表示，尽
管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国际组织正为共建“一带一路”投下
信任票，“一带一路”正发挥“稳定器”作用，
以积极的姿态为全球化贡献力量。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是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6年。

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汇众

智、聚合力，不断从理念构想、顶层

设计转变为务实行动，合作之花次

第绽放并结出累累硕果。

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

球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在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成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

平台。

在不久前举行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上，与会中外人士表示，在当前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保护主义

抬头的情况下，共建“一带一路”将

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

力，传递出更多的信心和力量。

“我没想到，到阿富汗一‘闯’
就是10年，看到那些工程造福当
地，心里很知足。”中铁十四局中
亚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王
闯看着即将投入使用的阿富汗国
家职业技术学院，不由地感慨
万分。

10年来，王闯参加了援助阿
富汗共和国医院、援助阿富汗科
教中心和援助阿富汗国家职业技

术学院项目。从2003年承揽第一个项目——贾拉拉巴德公路
起，中铁十四局已在阿富汗承建了20余项工程，王闯深知这根

“接力棒”的分量！
阿富汗有句谚语：“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是阿富汗，离天堂最

远的地方，是阿富汗。”王闯说：“在阿富汗，最大的难题就是经常
会有爆炸事件发生，有的路可能刚修好就炸坏了。真正经历过
战争，在战火硝烟里参加建设，我才认识到援建工作是多么神
圣。”除了疾病肆虐、恐袭频发等特殊的安全问题，他和同事们还
克服了运输线路不畅、当地税务海关等部门手续复杂、免税文件
和车辆通行证办理迟缓等各种难题。

在王闯内心深处，家人是他永远的牵挂。2016年8月份，
王闯的母亲身患重病，已经32次住院化疗。每天，在阿富汗时
间凌晨3点，国内时间6点半。医生查完房，打上针，王闯得知
母亲又平安度过了一个夜晚后，才能够入睡。

中铁十四局是我国援外领域建设的一支中坚力量。像王闯
参建的阿富汗共和国医院，是当地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公立
医院，因为是中国援建的，所以被当地居民亲切地称之为“中国
医院”。“当地人看见我衣服上的‘CHINA AID’字样就会向我
竖起大拇指，这是我最自豪的时刻。”王闯说。

文/本报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李美华

“14岁那年，我第一次从历史课上了
解到古代丝绸之路。”让斯里兰卡青年帕米
卡·贾亚辛格没有想到的是，10多年后，自
己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

2013年，斯里兰卡最大港口——科伦
坡国际集装箱码头正式开港，该码头由中
国企业控股，所有港机设备，包括12台岸
桥和40台场桥全部来自振华重工。作为
斯里兰卡迄今已投入运营的最大外商投资
项目，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不仅是“一带
一路”重要支撑点，同时也见证着中国企业

“走出去”由原来纯粹的劳动力输出，转变
为资本输出、文化输出和管理输出。

同年，振华重工与斯里兰卡企业集团
ACCESS成立合资公司，帕米卡很快成为
本土团队的一员。经过培训后，初出茅庐
的帕米卡作为一名助理电气工程师，被派
往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负责振华重工2台
岸桥和1台场桥的售后服务。“这是我第一
次面对一大批技术人员开展工作。”初次应
对工作挑战，帕米卡难免紧张。“但是，让我
非常开心的是，我与振华重工的中国员工
一起工作时，发现他们特别热情而且乐于

助人，我在那里交了很多朋友！”帕米卡说。
2015年2月份，帕米卡迎来了工作中

更大的挑战。当时，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
头开港运营不久，十分繁忙。帕米卡的工
作是负责12台岸桥和40台场桥故障抢
修。“有一次，岸桥吊具的钢丝绳缠绕在了
船的舱盖内，这可是个大事故！”帕米卡不
好意思地笑笑，“但我和团队同事一起，像
抽丝剥茧一般，小心地拆除了安全旁路，将
吊具从船上取下。故障排除后，码头用户
非常感谢我们的努力。”

凭借在科伦坡港的优异表现，公司管
理层将帕米卡派往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这
也是“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在这个项目
中，帕米卡不仅从头至尾负责团队管理，还
担任首席电气工程师。

“令我感动的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我们可以为当地人民提供许多就业机会。
他们中有些人本来很贫穷。当我们完成项
目离开瓜达尔时，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
那一刻，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真的为沿
线人民带来了福祉。”帕米卡说。

文/本报记者 齐 慧

振华重工斯里兰卡合资公司员工帕米卡:

“一带一路”带来福祉

中铁十四局中亚办事处党支部书记王闯:

为援建工作感到自豪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特别提示：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
让方，由交易中心组织交易双方比较挂牌保留价与意向受让
方报价，若意向受让方报价高于或等于挂牌保留价，则以意
向受让方报价协议成交；若意向受让方报价低于挂牌保留
价，则不成交，挂牌结束。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
意向受让方，选择网络竞价（一次报价）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13823673061 卢女士
13424274352 李先生 18682068887 祝先生
项目编号：ZYQH20010001
项目名称：珠海市新高威贸易有限公司等4户资产包
转让底价：本项目设保留价，意向受让方报名时须自行

申报意向收购价格
项目简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

司委托我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珠海市新高威贸易有限公司等
4户资产包”。标的所在地为珠海、中山等，截至2019年7月
20日，珠海市新高威贸易有限公司等4户资产包项目本金：
3361.36万元，利息：1594.95万元，代垫费用：27.21万元，总
额：4983.52万元。（注：以上债权金额仅供参考，转让方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债权的本金、利息、总额等具体债权
金额最终以借款合同、生效裁判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件确定的
为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cmbfae.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
厦33楼。

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2019年10月16日，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内罗毕—马拉巴标轨铁路（内马铁路）一期
工程正式建成通车。图为列车驶入麦马修火车站。 新华社记者 李 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