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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援
助国，已建成和正在建设中的“一带一路”
项目众多，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建设和运营各项目的在柬中资企
业多措并举，一手抓防疫，一手保生产，努
力确保卫生防疫不出问题，工程进度不受
影响。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样板项目。西港特区
公司总经理助理蒋克兴介绍，特区内现有
中国企业超过150家，中国员工超过1000
人。为避免节后员工返柬复工可能出现的
输入性疫情，特区专门成立了疫情防控应
急小组，对公共场所消毒，制定发布“个人
卫生防范指南”；引导440多名中国员工有
序返岗。员工抵柬后，还要实施14天自我
隔离观察。为确保措施落地，特区为有实
际困难和表现突出的企业提供支持和奖
励。截至目前，特区内未出现一例确诊病
例。今年前两个月贸易额达2.35亿美元，
同比增长27%。

金港高速公路是中柬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高质量合作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该高速将打通
首都经济圈和最大深水港西哈努克港，对
柬埔寨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中国路桥
金港高速公路项目总经理张忠岐表示，为
做到“防疫情、促生产，两手抓、两手硬”，项
目总经理部一方面做好防疫安全教育和日
常管理，严控非必要外出，落实国内返岗人
员和项目来访人员“双隔离”。对员工实行
健康状况“一人一档”，把疫情防控措施纳

入安全生产程序，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安全生
产两不误。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编
排施工计划，提高当地员工使用比例，增加租
赁设备投入，将疫情对项目建设影响降到最
低。同时，公司还抓住旱季黄金施工期，进入

“大干”模式。通过努力，项目关键线路土方
工程量已从疫情初期每天3万方增加到目前
每天10万方以上，实现全面复工。截至2月
底，项目已完成全年计划产值的20%，已完
成成型路基占全线总里程的25%以上，争取

于2022年9月底完成项目建设。
柬埔寨国家体育场项目是中国援外建

设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体育场，由中国建
筑集团承建，占地面积约16公顷，主体育
场总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可容纳6万
名观众，建成后将作为2023年东南亚运动
会主场馆。中国建筑集团项目施工技术组
组长王群清介绍，疫情发生后，项目部要求
管理人员上一线，严格落实场所消毒、出入
管理、员工身体状况日报等措施，坚决做好
卫生防疫工作。为解决人员无法外派、物
资难以发运的困难，项目部采取多种措施，
努力确保工期履约。项目部安排拟外派人
员提前居家隔离，梳理技术方案，跟踪材料
设备排产、物资发运等问题，确保疫情过后
各项工作能够快速推进。与此同时，项目
部积极协调柬埔寨当地资源，补足劳动力
和物资方面的缺口，以满足现阶段现场施
工需求。截至目前，已协调进场中柬工人
超过150名。

华能桑河二级水电站是柬埔寨最大的
水电项目，总装机容量占柬全国总发电装
机容量的近14%。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营
对柬电力能源的持续供应、助力当地经济
发展意义重大。2月25日，柬埔寨其他电
站因跳闸对柬埔寨电网安全运行产生一定
冲击，桑河二级水电站紧急开启4台备用
机组，8台机组全部运行，有力保障了柬埔
寨电力能源持续供应和电网的正常运行。

据统计，2020年2月份，桑河二级水电站发
电量占柬全部水电总发电量的57.1%。目
前，桑河公司多措并举，采用“国内境外两地
办公”模式，在保障电站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精简境外在岗人员，稳步推进复工返岗，为柬
电力能源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中国援建特本克蒙省医院项目由中铁建
设集团承建，人员和材料准备充分，工程进度
未受影响，3月底将实现封顶。建成后将成
为该省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现代化综合医
院。华电香港公司合作开发的柬埔寨在建最
大火电项目——西港2×35万千瓦火电项目
已全面完成陆地区域土方回填工程，成功打
出第一口深度178.5米的淡水水井，实现施
工电源通电。“五通一平”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为项目主体工程顺利施工打
下了坚实基础。暹粒吴哥国际机场项目自2
月底复工以来，按照3年实现项目整体竣工、
通过验收、具备通航条件的总要求，倒排项目
工期，编制项目总进度计划，实行条目化、责
任化挂图作战。

承担各类“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运营的
中资企业还有很多，它们都在中国驻柬使馆
和国内总部统一部署下，一边做好卫生防
疫，一边扎实推进项目。中国驻柬使馆经商
参赞邬国权表示，在柬中资企业将以高度负
责的态度，防疫生产两手抓，积极稳妥推进
有关项目合作，持续为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
添砖加瓦。

一手抓防疫 一手保生产

中柬“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如期推进
本报驻金边记者 张 保

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2日宣布新冠
肺炎疫情升级为全球大流行。作为经济不
发达和卫生健康条件欠佳地区，非洲防疫
形势愈益严峻。但是，在中国援助塞内加
尔基建项目上，“一带一路”倡议践行者
们一边克服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一边防
范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坚持生产，忠实履
行践行者责任。日前，经济日报记者来到
中国援助塞内加尔方久尼大桥项目施工
现场。

方久尼大桥位于塞内加尔西部临海地
区中部，横跨萨卢姆河。千百年来，这条河
上没有一座桥梁，人员和物资过河需要靠
独木舟和驳船摆渡，这一交通屏障一直困
扰当地百姓。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从小就在
萨卢姆河边长大。对于他和塞内加尔人民
来说，这座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该项
目也是塞内加尔振兴计划中基础建设领域
的重要项目之一。

“该桥自2018年2月份开工，是中国
政府援外优惠贷款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
行出资，采用EPC（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模式，合同金额7104万美元，由长城
工业和河南国际合作集团两家公司联营体
为总承包商，中铁七局武汉公司负责建
设。”中铁七局武汉公司塞内加尔方久尼大
桥项目部经理陈绪仁称，桥梁设计长度为
1209.2米，宽11.4米，总工期为34个月，完
工后将极大地改善该地区交通状况，成为
塞内加尔最大最长的桥梁。

正在项目进展处于紧张关键时刻，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工程带来了极大困
扰，工期进度不如预期。“作为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塞内加尔是疫情重灾区，每日疫情更
新病例大幅攀升。”陈绪仁说，每天新闻媒体
用加粗的字体提醒着：防疫抗疫是一场属于
所有人的攻坚战役。

为了保障全体员工生命健康安全，项目
部成立防疫应急小组，采取全面防控措施。

作为应急小组成员，项目部陈玺说：“当我
为从国内归来自我隔离的师傅们送水送饭
时，当我第一次牢牢戴紧分发的医用口罩
时，当我每日凌晨天不亮就到检疫点给当
地劳工测量体温时，当我在电脑前打印防
疫防控手册时，我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紧
张。”

为了减轻大家对疫情的惶恐，项目部
采取了多项措施。陈绪仁介绍说，项目部

严格要求所有员工佩戴口罩、每日测量体温、
发放消毒酒精，要求减少聚集活动、人员交谈
保持距离、规范现场卫生条例。同时还与当
地医院、政府和我国驻塞内使馆保持密切联
系。他强调：“目前项目部正常生产与施工没
有受到影响。”

疫情期间国内隔离措施导致春节回国休
假员工不能及时返回塞内复工，塞国内不断
蔓延的疫情也给项目进度带来了极大不便。
但项目部迎难而上，陈绪仁介绍说，“为抢工
期和更好承担履约责任，员工冒着正午40多
摄氏度的酷暑，桩基、栈桥、封底、架梁等工作
不断向前推进，多个施工现场同时作业”。他
强调，面对工程难题，员工甚至挑灯夜战、加
班加点，克服重重困难；项目非常辛苦，但大
家没有怨言，在疫情期间反而完成了比以往
同期更多的工作量。

目前，工程已进入架梁阶段，项目部每日
平均可完成运梁架梁两片，生产进度高效运
转，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陈绪仁称，当地政
府、项目监理、业主单位，乃至共同奋战的每
一位当地员工，纷纷赞扬疫情下中国企业高
效忘我工作精神。

目前，塞内加尔疫情逐步蔓延，已进入社
区传播阶段，3月23日，塞内加尔政府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并采取全国宵禁措施。陈绪仁
说，在此形势下，项目部不忘承担社会责任，
组织人员向当地民众宣传防疫抗疫正确做
法，还向当地政府和宪兵队赠送了医用防护
口罩等。

疫情挡不住建设步伐
——中国援助塞内加尔方久尼大桥施工纪实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宋 斌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中国能建葛洲坝集
团首班国际项目返岗包机从乌鲁木齐起飞顺利抵达伊斯兰堡，
包机搭载的131名项目建设者将在结束14天安全隔离期后分
赴苏基克纳里水电站、达苏水电站、莫赫曼德水电站、卡洛特水
电站等项目复工复产。

当前，巴基斯坦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为确保返岗人员
及其参建项目安全，企业在加紧复工复产的同时，采取了严格的
防疫措施。该班包机搭载的131名项目建设者均为各项目关键
岗位及特殊工种员工，分别来自陕西、四川、重庆、河南、河北、山
西、辽宁等地。抵巴后，企业合理调配车辆资源，将返岗员工“点
对点”接送至项目群中转驻地、协议酒店及项目部隔离区，确保
全程安全有序、无缝对接、一站抵达。本次包机是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中国企业首班赴巴基斯坦开展项目建设的包机。在当前
海外疫情愈益严峻，大批华人寻求回国“避难”的特殊时期，首班
返岗包机逆行彰显了中国建设者对走廊项目、对巴基斯坦的高
度责任感和浓浓兄弟情。

首批走廊建设者返岗复工复产，让巴基斯坦真切感受到了
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支持，坚定其彻底战胜国内疫情并将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推向新高度的信心。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加速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6日表
示，2020年1至2月份，对“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增幅较大。我国
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48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27.2亿美
元，同比增长18.3％。在“一带一路”相关59个国家新签对外承
包工程合同额153.6亿美元，同比增长25.6%，完成营业额91.4
亿美元。

据了解，2020年前两个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7
个国家和地区的1733家境外企业开展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
计实现投资1078.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折合155亿美
元，同比下降1%)。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080亿元人民
币,同比下降9.5%（折合155.2亿美元，同比下降12%），新签合
同额215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3%（折合309亿美元，同
比增长34.5%）。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9万人，同
比减少2.9万人，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77.8万人。

此外，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增多。前两个月，对外承包
工程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15个，较去年同期
增加29个，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3.9%，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建
设、电力工程建设、通讯工程建设和石油化工项目等。

我对“一带一路”投资

前两月增幅大

本报讯 记者石晶、通讯员仁青措报道：据青海海关统计，
2020年1月份至2月份，青海省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
贸易进出口总值为12055.3万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9%。
国有企业是青海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主力军，
进出口8441.1万元，增长7倍，占同期青海对“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地区进出口总值的70%。

今年前2个月，青海出口商品以硅铁、焦炭及半焦炭、丝织
物为主。其中，出口硅铁787.6万元，焦炭及半焦炭782.6万元，
丝织物533.6万元，三者合计占同期青海对“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地区出口总值的49.8%。进口商品主要为铜矿砂及其精
矿，进口额为7775.6万元，占同期青海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和地区进口总值的99.3%。

近期青海出台多项举措支持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对稳定青
海外贸和保持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青海国企对“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增7倍

方久尼大桥架桥现场一瞥。 宋 斌供图

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日前，在莫桑比克加扎省首府赛赛
市，由中非发展基金投资支持、中铁二十局带资管理的中非赛赛
农业合作项目迎来了第三个丰收季。在该种植季，项目共种植
水稻3.72万亩，合作种植面积1万亩。目前，每天收割600亩，
收获水稻约300吨，全部收割任务将于6月底完成。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实施的六年来，不仅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大大优化了中国开放格局、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更
为相关各国联动发展注入了磅礴的正能量。在此过程中，中铁
二十局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莫桑比克带资经营管理的
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是目前中国在非洲最大规模的水稻种
植项目，也是中莫两国产能合作的13个重点项目之一。

3年来，中铁二十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合作种植方式带
动农户生产，指导培训莫桑比克当地1500户家庭种植水稻，直
接和间接受益人数超万人。为提高水稻种植产量，中铁二十局
将中国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和资源引入当地，采用水稻旱直播、
水直播、人工插秧和机械插秧等多种模式，使得每公顷产量由原
来的1.5吨提高到了7吨，充分解决莫桑比克粮食短缺问题。

中铁二十局不断依托项目，寻求创新和突破，进一步延伸了
产业链，积极打造现代化农业，引进无人机技术用于田间管理，
扎根赛赛市，逐渐从单一水稻种植、生产、加工、销售链发展为集
水稻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以及家畜养殖、大棚蔬菜、白酒酿
造、牛肉加工等多种产业链同时发展的农业多元化经营。

中国在非洲最大规模

水稻项目迎丰收

桑河水电公司员工紧急抢修电机。 桑河水电公司供图

金港高速公路项目正抓紧旱季黄金施工期。 中国路桥金港高速公路项目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