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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2014年11月份，中方在第17届东盟
“10+3”峰会上提出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
议”。由中国政府提供资金、技术，建立东
亚减贫合作示范点，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
划。2016年9月份，该倡议在柬埔寨、老
挝、缅甸三国同时启动。四川省扶贫开发
局项目中心中标，成为柬埔寨项目的实施
单位。经过前期可行性研究，项目中心将
干丹省斯瓦安普村和谢提尔普洛斯村确定
为项目实施地。

近日，记者跟随常驻金边的四川减贫
专家组一行4人，来到40多公里外的干丹
省进行日常走访。刚一下车，专家组就与
一同下乡的减贫项目柬方负责人以及当地
协调人座谈沟通存在的问题，交接单据，对
接当天的日程。

中方专家组组长、中柬联合项目管理
办公室主任袁刚已经有25年减贫工作经
验了，他告诉记者，经过细致的前期调研和
可行性研究，项目自2017年7月30日起
开始执行，计划用3年时间，通过示范“中
国式”精准减贫经验，以治理致贫因素和发
展需求为导向，聚焦安全饮水、公共服务、
环境改善等多个方面，增强当地社区的自
我发展能力。经过两年半左右的时间，目
前已建成一栋400平方米的社区活动中心
和一处覆盖全体3800名村民的集中供水
站，重建改建房屋220户，新建厕所100

户，接入电力82户。专家组还在扶持80户
小米椒种植、14户高温蘑菇、200户庭院经
济，帮助建立2家洗洁精加工厂、80个小米
椒加工户和“20+20”个养牛户。

按照流程，当天抽查40个示范户中的
10户。这是一个饲草种植项目，是下一阶段
养牛项目的前期阶段。项目由中方提供草种
和种植培训。专家组柬语翻译周冰姣介绍
说，为了确保减贫质量，每次抽查的名单都是
专家组现场随机抽选的。事实上，专家组对
每户的情况都比较了解。走访中，专家组会
注意到谁家的鸡已经卖出去了、谁家的地又

多开了几分。在走访一户饲草长势非常整
齐茂盛的家庭时，袁刚介绍说，这户条件比
较艰苦，一位年轻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孩
子。除了房前屋后，家里没有更多的土
地。但这位母亲非常努力，注意田间管理，
专家组也希望能够为她提供更多支持。

在村民索帕家的田地里，袁刚发现有
机肥施用方法有问题，就拉开围挡，现场示
范如何松土、施肥、浇水。索帕也很主动，
下地跟着实操了一遍。袁刚一再嘱咐：“要
勤浇水啊，要不就全都晒死了。”

在村民索提家查看饲草的时候，专家
组注意到一旁盆栽的小米椒长势不错，杂
草也很少。正准备夸赞时，索提说因为喷
了药才长得好。袁刚连忙告诫他，种植有
机蔬菜，千万不能使用化学药剂。

专家组曾经鼓励村民上闪养牛，但当
时他怎么也不同意。于是按照他的愿望，
帮他在房前盖了一个小卖部。眼看生意不
好，上闪又改变了主意，开始种饲草和小
米椒。眼看有收成了，上闪的积极性也越
来越高，现在主动提出希望参与养牛
项目。

袁刚说，减贫需要遵循自愿的原则，村
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不能急于求成，需
要更多地采用示范效应。“借鉴国内的经
验，我们首先根据个人意愿和家庭条件，先
筛选出一批示范户，对他们实行重点帮
扶。当示范户生活改善、收入增加时，自然

会吸引其他村民参与。”为了增进村民对相关
减贫项目的认识，专家组安排组织乡村干部
和村民代表去国内参观，安排去柬埔寨先进
的农业企业参观。“通过参观，尤其是与本国
农户之间的交流，能够增强他们的信心。参
观之后，他们的积极性提升了不少，有的已经
开始主动开荒、利用土地了。”袁刚表示：“我
们‘输血’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增强他们自
身的‘造血’能力。”

袁刚说，在减贫工作中，取得农户的信任
非常重要。常驻金边的专家组平均一周要到
村里来3趟，“时间长了，他们发现你是真的
为他们好，就会把想法告诉你”。曾经就有位
村民问他们，是不是等项目完成了，专家组会
把所有挂着“中国援助”的建筑和设备都收
走，所有占用的土地也将归属中国。对于这
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担心，专家组却不敢一笑
了之。为了消除误解，他们更加注意与当地
民众之间的沟通。随着减贫工作的深入，专
家组与当地民众的心也更近了。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当前，中柬正在打
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柬构建命
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签署，更使两国各领域
合作提质加速。中国不仅为柬埔寨宏观经济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乡村基础设施、教
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的改善作出了诸多贡
献。中柬在减贫领域的合作，让中国的成功
经验直接造福柬埔寨人民，使他们从中柬世
代友好和务实合作中获得更多实惠。

把中国减贫经验送到柬埔寨
——柬埔寨干丹省“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见闻

本报驻金边记者 张 保

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日前，全国上市公司共建“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论坛暨跨国投资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43个国家
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工商界、专业机构、企业等500余名代表参
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由中国贸促会、全国工商联、世界贸易
中心协会共同主办。

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表示，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力
量，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力军。“上市公司在共建‘一带一
路’中可以着力探索合作新模式，在设施联通、产能合作等领域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据深交所数据，目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上市公司数量
持续增多。其中，65%的上市公司表示未来将增加“一带一路”
相关业务。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表示，“一带一路”沿
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相关国家和公司创造了
巨大市场空间。“上市公司要合作共赢、扬长避短、规避风险，提
高建设‘一带一路’的能力。”

全国上市公司共建“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举行

巴基斯坦国家电力管理局日前公布数
据显示，2019年10月份巴基斯坦燃煤电站
发电量达2357千兆瓦时，相较上年同期的
1116千兆瓦时增长了111%，并且首次在全
国发电总量中占比超过25%。巴燃煤电站
发电量大增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中巴经
济走廊框架下的胡布燃煤电站和塔尔煤电
一体项目2019年的相继竣工发电。这两大
走廊项目凭借其发电能力强、综合成本低、
环境污染小的特点，真正引领了巴基斯坦煤
电高质量发展。

提供根本解决方案

巴基斯坦财政部编写发布的 2018/
2019财年国家经济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
20年内，燃煤发电在巴基斯坦全国发电总
量中的占比始终不足10%。这一数字远远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巴基斯坦同为发展
中国家的邻国印度，其能源构成中约有
60%的发电量来自燃煤电站。针对巴基斯
坦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大力发展现代化新型
燃煤电站对于解决能源短缺、促进经济发展
有着积极意义。

巴胡布电力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立
德·曼苏尔曾在其近年所著的一篇关于巴基
斯坦能源短缺危机的论文中指出，大力发展
燃煤电站是优化巴基斯坦能源构成的根本
解决方案。由于燃煤具有可持续能源的三
大关键要素，即获取容易、成本低廉、发电不
受干扰，因此燃煤电站最适合用于满足巴快
速增加的基础用电需求。分别于2019年7
月份和8月份建成发电的塔尔煤电一体项
目和胡布燃煤电站项目总计装机容量达
1980兆瓦，不仅占了巴全国去年10月份在
役燃煤电站装机容量的60%，并且还挤出
淘汰了部分老旧燃煤电站的发电量，同时推
动了巴燃煤发电总量增加和质量升级。

大幅降低发电成本

胡布燃煤电站和走廊框架下之前竣工
并投入运营的萨希瓦尔及卡西姆港电站类
似，使用进口煤作为燃料。与巴基斯坦此前
大量用作发电燃料的进口重油相比，进口燃
煤的成本明显低于前者。重油发电的燃料
成本普遍在每千瓦时电20美分左右，巴基
斯坦国家电力管理局数据显示，胡布电站最

新燃料成本仅为每千瓦时电3.5美分。
除进口燃煤外，“新煤电”大发展还伴随

着本国煤矿资源的开发利用。巴基斯坦塔
尔煤田 1750 亿吨探明储量能够满足为
10000兆瓦燃煤电站提供燃料，其相较于进
口燃煤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低廉、供给稳
定，能助巴减少其电力部门债务负担并强化
能源自足。2019年煤电一体项目竣工发电
后，其他利用塔尔产煤作为燃料的燃煤电站
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去年12月17
日，同样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1320兆
瓦燃煤电站项目执行协议正式签署。巴基
斯坦私人电力及基础设施局预计该项目将
于2021年建成发电，投入商业运营后每年
将为巴基斯坦节省750亿卢比（约合4.88亿
美元）的燃料成本。

高新技术引领发展

一些对发电技术缺乏了解的极端环保
人士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燃煤电站，想当
然地认为这会造成环境污染。但是，走廊框
架下“新煤电”与人们刻板印象中“老煤电”
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通过大量应用先进技

术，已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绿色清
洁。

2019年投入商业运营的塔尔煤电一体
项目专门针对塔尔产煤低热值，综合使用了
循环流化床锅炉、串联复式汽轮机等技术，
在提高发电效率的同时实现了氮氧化物减
排以及硫氧化物捕捉，显著减少了对环境的
负面影响。胡布燃煤电站不仅采用了超临
界技术锅炉以提高燃烧效率、减少污染物排
放。此外，项目还安装有静电除尘器以减少
颗粒物排放。整个项目造价约有10%用于
污染防控，其排放完全符合巴基斯坦国家环
境质量标准。

受益于中巴经济走廊前一阶段能源项
目建设，巴基斯坦电力短缺问题已经得到有
效缓解，但电力总体供不应求的局面尚未得
到彻底扭转，仍面临着高发电成本加剧循环
债务、待淘汰老旧发电产能偏大等历史包
袱。随着巴基斯坦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用电需求也将随之增加，燃煤电
站需要在巴能源结构中占据更大的比重，才
能更好地满足这一需求。由中巴经济走廊
项目带来的高标准和新技术将会继续引领
和伴随巴基斯坦燃煤发电的高质量发展。

两大燃煤电站相继竣工发电——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引领“新煤电”发展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中国在减贫领域所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被称为“最有力的中国故事

之一”。中国在做好自身脱贫工作的

同时，还积极向其他国家分享自身的

经验做法。当前，中柬正在打造具有

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柬在减贫

领域开展的合作，将两国人民的心拉

得更近。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19中国（广
东）—欧洲投资合作交流会”上了解到，2019年1月份至10月
份，广东与欧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94亿美元，同比增
长4.4%，欧盟已成为广东省第三大贸易伙伴。截至2019年10
月份，广东累计吸收欧洲直接投资项目4650个，实际使用外资
184亿美元，一批欧洲企业在广东投资并取得了良好发展，欧盟
也成为广东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粤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
断推进。2019年1月份至9月份，广东中欧班列共发运156列，
同比增长13%；发送集装箱13830标箱，同比增长7.9%，预示着
粤欧经贸合作增长潜力巨大。同时，双方积极扩大科技、人文等
领域合作，广东组织了多次粤欧国际科技项目对接会，并与英国
创新署签订了《产业技术研发合作谅解备忘录》，启动双边联合
资助计划。

粤欧经贸合作增长

潜力巨大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凭借日照海关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我们发往印度尼西亚、
越南等地的钢材，可以享受自贸协定关税优惠1.4亿元，带动公
司2019年出口增长6.4%。”谈及2019年公司出口业绩，日钢集
团销售业务部门助理副总经理袁文浩表示，在国际贸易遭遇“逆
风”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更让袁文浩满意的
是自贸协定关税优惠，一份薄薄的原产地证书就相当于一张沉
甸甸的“纸黄金”。

日钢集团是我国十大民营钢铁企业之一，每年钢产量近
1500万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公司积极抢抓中国
—东盟自贸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大力开拓新兴市场。正是得益
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公司出口东盟地区国家的钢材在通关
时可凭借原产地证书享受零关税。“如果没有这些证书，钢材的
进口关税在1%至10%之间。”袁文浩坦言，把证书比作税款、钞
票，一点也不过分。

随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市场逐渐成为外贸发展新
亮点，青岛海关根据关区特色，蹚出了一条依托原产地规则、利
用自贸协定优惠政策勇闯“一带一路”市场的大道。

原产地证书既是“纸黄金”，就意味着享受关税减免优惠，如
何让企业知晓这一政策、利用这一政策，进而降低贸易成本、拓
展国际市场，是海关工作的重点。

为了让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政策优惠，青岛海关提
高了宣讲针对性。2019年以来，海关与地方商务部门联合举办
宣讲会25场，培训3300多人次。

为了让企业使用原产地证书通关时更加便利，青岛海关不
断优化服务，加强海关国际间合作，为企业解决物流、贸易“通而
不畅”问题。在2019年8月份生效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
级版”中，部分成员国在实施方式、过渡期设置等方面存在差异，
山推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口至柬埔寨的一批挖掘机为此无法享惠
通关。了解情况后，青岛海关立即响应，多方协调解决了企业用
证问题，企业顺利通关并享受到柬方关税优惠3万余元。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青岛海关共为29.1万批出口“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货值123.9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19.3%和9.4%，企业可享受国外关税优惠约
3.7亿美元。

原产地不仅是海关确定关税税率的三大要素之一，也是各
国实施动植物检疫等非关税措施的重要依据。位于济宁的山东
如意集团曾因转口分销保税棉花无法出具原产地证明而陷入
困境。企业从美国、西非和巴西等原产地采购棉花集中存放在
青岛保税仓库，然后分销至东南亚等地区。棉花未在国内加工，
无法申请中国原产地证书；进口棉花时的原产地证书显示进口
国为中国，无法满足东南亚国家检疫需要。

针对企业贸易新模式，青岛海关通过为企业出具《转口证明
书》来证明国际中转货物的初始原产地，顺利打通了贸易梗阻。
仅2019年，青岛海关就累计为169批转口至“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地区的货物签发了《转口证明书》，货物总额达6亿余元。

“纸黄金”助力企业

掘金“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赵广英

专家组负责人袁刚（右）手把手指导农户如何施肥。 张 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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