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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持续发力“五大中心”建设——

陕西全力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
本报记者 雷 婷

“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在中国铁建赴尼日利亚防疫工
作组出发仪式上，尼日利亚驻中国公使伊肯雅乌表达了由衷
的感谢。

当前，尼日利亚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急需国际社
会援助。同时，尼日利亚中国企业众多，华人华侨数量也较为
庞大。关键时刻，作为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中
国铁建在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指导下，由所属单位中国土木牵
头，协同所属中铁十七局中心医院组成中国铁建赴尼日利亚
防疫工作组前往尼日利亚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工作组成
员15人，包括12名医护人员，专业涵盖感染科、呼吸科、检验
科、重症科、护理科、心脏内科、神经内科等医学专科，部分专
家具有较为丰富的新冠肺炎防控和诊断救治经验。

根据尼日利亚卫生部要求，在中国驻尼大使馆安排下，工
作组于当地时间4月15日与尼卫生部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病患医疗救治技术咨询视频交流会。尼卫生部常秘玛诗
等高级官员、尼全国各地流行病学专家参会。尼方针对病情
识别、诊断、治疗、控制、用药、出院观察、防护、孕妇和儿童等
特殊人员的防护与治疗、血浆治疗等诸多技术问题与工作组
交流。会议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标。

与此同时，工作组还携带了大量防疫物资，包括一次性普
通和医用口罩、防护服、防护眼镜、防护面罩、医用橡胶手套、
电子测温计等防疫用品；必备物品包括核酸检测试剂盒、核酸
检测仪、呼吸机、移动X射线拍片机、消毒机、制氧机、生命监
护仪等核心设备，大大缓解了当地医疗用品不足的局面。

在尼期间，工作组除向中国铁建驻尼机构人员提供疫情防
控指导和必要的医疗救护外，还开展了多场交流讲座，包括与
驻尼中资企业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首次视频会议，与在尼侨
胞开展疫情防控视频会议，为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点教师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教讲座等。工作组还开通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咨询热线，为在尼中资机构员工和华人华侨提供咨询。

除了派出工作组，中国铁建在非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在
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指导下助力抗疫。中国铁建中土尼日利亚
有限公司在做好自身防疫的同时，应尼方要求，协助当地建设
两处方舱医院；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北非区域公司履行央企使
命，主动担当，主动创造条件，安置21名来自阿尔及尔大学、
特莱姆森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国铁建向阿尔及利亚捐赠
100台呼吸机；摩洛哥分公司积极参加使馆组织召开的网络
抗疫会，在中资企业协会群中共享抗疫信息，携手在摩中资企
业共同战“疫”；突尼斯代表处参加中国驻突尼斯使馆及中国
医疗队组织的防疫知识讲座，做好自身防护。

中铁建支援尼日利亚抗疫——

“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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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境

中欧班列突破千列
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通讯员安乐 龙腾报道：日前，一

列满载邮包的“渝新欧”中欧班列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驶
往立陶宛。这是今年霍尔果斯海关监管的第1000列中欧班
列，相比去年提前10天达到1000列规模。

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有“渝新欧”
“蓉新欧”“长安号”等16条线路，主要发送服装、百货、建材等
产品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德国等中亚及欧洲国家。
返程班列主要将汽车、铁矿石、球团矿等产品运往重庆、成都、
西安等城市。

为保障中欧班列高效通关，霍尔果斯海关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通过设立中欧班列申报专用窗口，简化中欧班列通
关手续，主动对接始发地海关、铁路部门及代理企业，实施铁
路换装作业与企业申报、海关监管同步、无缝衔接的作业模
式，压缩班列通关时间。

霍尔果斯海关监管三科科长马飞说：“我们优先核验中欧
班列集装箱封识，确保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对符合条件
的中欧班列运单，支持舱单归并申报，节省企业申报成本，提
升班列通关时效。”

据统计，3月份以来，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大幅
增加，日均增加14列，最高单日可达17列，为稳定进出口贸
易，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 记者顾阳从天津海关获悉：今年一季度，天津市
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计进出口407.9亿元，同比增长
10.2%，高出天津市外贸增速18.2个百分点，贸易占比超过天
津市整体外贸值四分之一，对稳定天津市外贸基本盘起到了
重要支撑作用。

随着疫情缓解和天津市各项稳外贸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呈现加快态势，带动了天津市与“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进出口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天津市与“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经贸往来中，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204.4亿
元；保税物流方式增幅明显，进出口总额69.7亿元，增幅达
98.9%。民营企业持续发力，进出口总额152.6亿元，增长
17.6%，占比37.4%，成为天津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济
新的增长点。

从商品结构来看，机电产品为进出口主要类别商品。其
中，进口79.8亿元，增长20.1%，占天津市对“一带一路”全部
相关国家进口总值的近四分之一；出口151亿元，占天津市对
全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口总值的70.6%。

天津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天津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贸易互补性强，外贸发展空间广阔，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推动
市场多元化和稳定天津外贸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

天津对“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快速增长

自4月初以来，在瑞士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关键时刻，先后有数架次货运专机从中
国上海飞往瑞士日内瓦，给瑞士送来了抗疫
急需医疗用品及防护设备等物资，对瑞士医
院和药房的防疫物资及时补给，有力缓解了
瑞士抗疫物资短缺状况。

为了遏制疫情蔓延，世界各国都投入
到一场争夺医疗设备的“经济战”中，各
国“狂热”购买紧急防疫物资，有些国家
出现了医务人员防护服极度匮乏状况。在
此情况下，瑞士把寻求抗疫物资的目光投
向中国。

4月6日，首架货运专机已将92吨、货值
超过300万瑞士法郎、产自中国的防疫物资
运至日内瓦。在瑞士德语区，来自中国的医
疗设备也通过专机运往苏黎世机场。4月23
日，又有一批来自中国的90多吨医用口罩、

防护手套和体温计运抵日内瓦机场，这些
物资随后会被运往瑞士法语区和意大利语
区的公立医院，以及日内瓦州、沃州、瓦莱
州和弗里堡州的总药房。

据瑞士媒体报道，瑞中商会和日内瓦
商会成功组织了上述两个架次的货运专机
运输任务。这两个商会负责人克利斯朵
夫·韦伯和文森特·苏比利亚介绍说，为了
在上海和日内瓦之间架起一座“空中桥
梁”，我们依靠与中国建立的长期往来关
系，中国商务部也从中牵线搭桥，我们因而
能用合理价格买进这批物资。近一个月
来，我们不分昼夜地联络，最终促成了这座

“空中桥梁”的建成。为确保上海和日内瓦
之间的空运顺利进行，我们还在日内瓦与
中国驻世贸组织和联合国的代表保持着密
切联系。在上海当地，这些“中国制造”产

品在创纪录的时间内获得了日内瓦通用公证
行（SGS）的认证，后者也参与了这次支援行
动。这是一次公民行动，也是一次志愿者
行动。

自2019年 4月份中瑞正式签署“一带
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中瑞经贸合作
快速发展。克利斯朵夫·韦伯展望与中国
恢复贸易的前景时说：“总部位于中国的瑞
士公司目前已经恢复80%-85%的生产能
力。目前，约有上千家瑞士企业落户中国，
至今没有任何一家向我透露过有离开中国
的意愿。”

报道说，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
(SECO)4月21日发布的瑞士对外贸易以及
瑞中贸易平衡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
度瑞中贸易呈明显波动。其间，瑞士向中国
大陆及香港特区的出口额下降了4.45亿瑞

郎，同中国的贸易额下降了8个百分点。
面对这些数据，克利斯朵夫·韦伯并不悲

观，他已经在考虑医疗领域体现出的商贸潜
力，中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他指出：

“虽然目前的数据不佳，但瑞中贸易迟早会恢
复正常。说到医疗领域的原材料生产，中国
可谓世界工厂。中国占据口罩、防护手套、温
度计世界市场份额的55%-60%。未来贸易
发展曲线会呈现V形走势，即在跌至谷底后
稳步复苏。”

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SECO)的纳
丁·马蒂斯表示：“中国仍然是瑞士的主要贸
易伙伴之一。2013年瑞中两国达成的双边
自由贸易协定也有助于保持这一关系。该协
定为瑞士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如今这一
优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大多数行业的关税大
幅下调。”

上千在华瑞企无一家有离开中国意愿——

中瑞携手架起抗疫“空中桥梁”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

今年一季度，陕西省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合计进出口152.9亿元，增长38%，总值
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17.7%，较去年同
期提升4.8个百分点，增速高出全省整体增
速37.6个百分点。

西安海关在4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的这一数据可谓含金量十足，疫情之下，

“一带一路”合作对陕西省外贸的拉动效应从
中可见一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6年多来，陕西
省全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持续发力“一带
一路”交通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产能合作中
心、科技教育中心、国际文化旅游中心、丝绸
之路金融中心“五大中心”建设，谱写了合作
共赢、追赶超越的新篇章。

商贸合作前景无限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陕
西高度重视这一重大历史机遇，率先行动，于
2013年发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
言》，2016年出台《陕西省推进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案》，
2018年出台《陕西省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
路”行动计划》，今年4月2日又出台了《“一
带一路”建设2020年行动计划》，不断加大力
度，完善措施推进“一路一带”建设。

推进“一路一带”建设，商贸物流畅通无
疑最为关键，具有一通促百通的效应。西安
作为我国西部开发的内陆交通枢纽中心城
市，打通商贸物流当为第一要务。这当中“长
安号”开通无疑是商贸物流高速增长的第一
动力。

4月8日，在古丝绸之路起点城市西安，
一列编号为75019次的列车，满载着太阳能
板驶出，一路向西，直奔西班牙巴塞罗那。这
是今年以来从西安开出的第1100列中欧班
列。从装到卸，商贸物流犹如行云流水。

从1条线路到14条线路，从每周开行1
列、3列到每天开行7列、8列，运输的货品由
最初单一的石油钻井设备增加到汽车、生活
用品、厨具、日化等13大类5000余种货物。
6年多来，“长安号”织线成网，串联起相关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天有超过5200吨货
物从这里发出。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蔓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长安号”
开行依然逆势增长，成为一条高效的国际运
输“黄金通道”。

陕西“空中丝路”俱乐部的扩展无疑也是
强化商贸交流的助推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2019年全年开通迪拜、里斯本、塔什干、伊斯
坦布尔等19条国际客运航线，国际（地区）航
线累计达到88条，通达全球36个国家74个
主要枢纽和经济旅游城市。其中，通达“一带
一路”相关20个国家43个城市，“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覆盖率超过30%。

商贸物流畅通，带来了外贸快速增长。
2013年至2018年，陕西与“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1682亿元，年均增
长10%。2019年，陕西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
3515.6亿元。

产能合作域广路宽

时至4月份，吉尔吉斯斯坦迎来工业企
业的黄金生产期，由陕煤集团所属中亚能源

公司投资建设的中大石油项目加紧炼储生
产，可为该国提供各类成品油80万吨以上。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雪山与草场怀抱中
的农牧业国家，这里缺油少气，炼油工业落
后，年炼化能力不足10万吨，成品油长期依
赖从俄罗斯进口。中大石油项目的投产，在
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吉尔吉斯斯坦逐步摆脱能
源受制困境。

陕煤集团作为陕西省最大的国有企业集
团，全面开展优势产能国际合作，立足“一带
一路”寻找合作战略机遇，与吉尔吉斯斯坦达
成合作协议。一举创造了该国建国以来投资
规模最大的加工业项目、最大的外商投资项
目、中资企业在吉投资最大项目、该国解决就
业最多的企业四个第一。截至目前，陕煤集
团已经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规划了包括
石油炼化、煤化工等项目，总投资近15.8亿
美元。

目前，陕西越来越多优势企业正在“八仙
过海”，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深耕多元产
业市场。

今年年初，在马来西亚砂捞越州民都鲁
沙马拉祖工业园区，由陕建安装集团承建的
马来西亚磷化工项目施工现场，单台重达
57.3吨黄磷电炉变压器一次吊装成功，标志
着该项目进入了设备安装高峰期。截至今年

3月已完成合同工程量的80%，计划2020
年11月交工。该项目是马来西亚目前最
大的磷化工在建项目。

陕西建工集团作为陕西最大的本土建
筑企业，同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排
头兵作用。采用股权合作、融资租赁、属地
化经营等模式，相继承接了巴基斯坦M4
高速公路、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医院等海外
重点项目，市场分布从13个国家增加到
28个国家，合同签约额以每年20%以上的
速度增长。2014年，陕西在“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和地区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7.24亿美元，2019年完成营业额16.6亿美
元，5年间增长了1.3倍，新签合同额20.1
亿美元，占全省总额的52.6%。

哈萨克斯坦爱菊粮油工业园投产、吉尔
吉斯斯坦中大工业园项目盈利、马来西亚隆
基全产业链合作项目建成、法士特白俄罗斯
中白工业园进展顺利……2019年，陕西在

“一带一路”相关13个国家（地区）投资1.89
亿美元，占全省对外投资总额的39%。

文旅合作影响深远

科技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
头戏，陕西省在科技文化领域广泛开展合

作交流，使其产生更大的人文和经济活力。
陕西把打造丝绸之路起点旅游品牌放在

突出位置，精心规划出了丝绸之路起点风情
体验旅游走廊、大秦岭人文生态旅游度假圈
等四大旅游高地，全力打造国际文化旅游中
心。其中，仅2019年全省就新建、改建重大
文化旅游项目1300个，总投资达1500亿元。

不仅于此，陕西省还在工业创新、农业科
技、卫生医药、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发力，全
面挖掘创新创造活力。

据不完全统计，在近几年中，陕西各类创
新主体与国外签订技术合同300多项，合同
总金额60多亿元。在连续几年举办的“一带
一路”教育合作交流会上，先后有3000余名
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活动，10项“丝绸之路
经济带”年度发展报告等重要成果先后发布，
多个高水平、高层次中外办学合作项目落户
陕西。教育部批准陕西省备案建设的国别与
区域研究中心达到了12个，其中8个涉及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其中，仅陕西发起成立的信息丝绸之路

发展联盟，就联合38个国家（地区）的151所
大学形成了科技共享联合体，并在美国、以色
列等国设立了17家离岸创新中心、海外研发
中心和科技服务站。依托国家“17+1”合作
平台开展海外办学，为在海外的中国企业培
养本地专业人才。

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陕西与上海合作
组织合作启动了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
建设，并在美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建设了6个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使得陕西的农业技术与
国际接轨，所创造的“以标准化助推农业发展
新模式”被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评为
最佳实践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

上图 巴基斯坦卡拉奇 K2/K3 核电站
工程是“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建设重
点项目。陕建安装集团承担了该项目辅助系
统工程42个子项目的施工。

左图 截至3月30日，西安开出中欧班
列已经达到11000车，返程达到10044车，去
程和返程运输车数双双突破 10000 车，图为
西安中欧班列。 本报记者 雷 婷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