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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中国与莫桑比克于1975年6月25日莫
桑比克独立当天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友好交
往历史源远流长。近年来，莫桑比克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是我国在非洲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

古老丝路见证传统友好

早在600多年前的明朝永乐年间，郑和
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相传在非洲方向最远航
行到现在的莫桑比克中部索法拉省首府贝
拉市，以及索法拉以北的莫桑比克岛，并留下
丝绸、瓷器等。2001年，莫桑比克岛附近海
底打捞出1500件明朝万历年间的青花瓷
器。如今，在索法拉的居民中仍流传着中国
人早期到达此地的传说，贝拉市仍聚居着众
多华人后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莫两国在莫桑比
克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正义事业中并
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政府
和人民在政治、道义、军事和物资上给予莫桑
比克支持，许多当年参加莫民族解放斗争并
接受过中国教官培训的战士，至今仍会哼唱
《东方红》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

中莫两国于1975年6月25日，即莫桑
比克独立之日就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
莫建交45年，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政治
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不断扩大。2016年
5月份，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中莫关系提升
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中莫“同
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
两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各领域务实合作
加速推进，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

中国和莫桑比克在“一带一路”和中非合
作论坛框架下密切协作，着力破解莫基础设
施落后、人才不足、资金欠缺等发展瓶颈，推
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结出丰硕果实。45年
以来，中国已为莫方援建了经济住房、国家体
育场、农村学校、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34个
成套项目，以及农业技术合作等22个技术合
作项目。其中，最具代表性并为人称道的是
两项“非洲之最”——非洲最大的悬索桥和非
洲最大规模的水稻种植项目。

互联互通架起圆梦之桥

“要想富，先修路”。莫桑比克首都马普
托拥有近120万人口，城市南部的海湾南北
两岸最窄处不过580米宽。早在30年前世
界银行为莫桑比克制定的马普托城市规划

中，建设大桥就已经被提上了议程，但由于
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启动建设。随着经济发
展，这个小小海湾逐渐成为莫桑比克陆上
交通干线的巨大障碍，极大地制约了首都
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发展。

2018年11月，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承建的马普托—卡腾贝大桥及其
连接线项目经多年建设正式通车，从此“天
堑变通途”。大桥跨越马普托海湾这一天
然屏障，连接马普托城区与规划中的城市
新区卡腾贝区，之后干线公路向南延伸至
南非边境口岸，全长187公里。大桥本身
全长超过3公里，主塔高137米，主跨680
米，是非洲目前跨径最大的悬索桥。大桥
建成后，原来两三个小时的渡海时间缩短
到10分钟左右，使得繁华的马普托城区和
相对落后的卡腾贝区之间的连接更为便捷
通畅。

莫桑比克总统纽西在大桥通车仪式
上致辞时表示，建设这座大桥是莫桑比克
历任总统和广大民众的夙愿，如今终于梦
想成真。纽西强调，大桥及连接线正式贯
通将有助于推动物流、旅游等行业发展，
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并对区域一体化作出
贡献。

当地居民也从大桥项目中收获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建设期间，项目累计为当地
创造3788个就业岗位，培训各类技术工人
5000余人，成为培养本土产业工人的大学
校。项目还带动了当地建设规范升级，项
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专门编制了《马普托
大桥技术规程》文件，填补了当地技术规范
空白。此外，项目与业主携手为拆迁居民
修建优质移民社区，为社区通水通电，建设
医院、学校、足球场等公共设施，帮助当地
人民营造美好生活环境。

授人以渔保障粮食安全

“民以食为天”。莫桑比克有80%人口
从事农业生产，但农耕技术仍十分古老。该
国可耕地面积为3500万公顷，已开发耕地却
只有600万公顷。尽管拥有广袤的土地、适
宜的气候、充沛的灌溉水源，但囿于资金、技
术限制，莫桑比克农业发展迟滞，粮食安全无
法得到保障，每年面临近30万吨粮食缺口。

2011年底，湖北万宝粮油有限公司、中
非基金共同设立万宝公司，在莫桑比克加扎
省启动水稻种植项目“万宝莫桑农业园”。项
目滚动开发2万公顷土地，并通过培训当地
农户，带动周边8万公顷水稻种植，成为非洲
最大规模水稻种植项目，被誉为“非洲第一大
农场”。

2017年9月以来，中铁二十局带资经营
管理万宝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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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吨，有效解决了莫桑比克粮食短缺问题。
2013年时任莫桑比克总统格布扎曾考察万
宝农场，并亲自将万宝生产的大米品牌命名
为“好味道”。在本种植季，项目共种植水稻
3.72万亩，合作种植面积1万亩。目前，项目
喜迎丰收，每天收割600亩，收获水稻约300
吨，全部收割任务即将于6月底完成。

团结抗疫展现真挚情谊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莫两国守望

相助，共克时艰，充分体现了两国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吃
劲的时候，纽西总统和莫桑比克社会各界给
予中国有力声援，如今中国也正在全力支持
莫桑比克抗击疫情。

截至6月初，中国政府、公益基金会、企
业和在莫华侨已累计向莫援助140余万只口
罩、约4万套检测试剂盒、2万套医用防护服
及其他防疫物资。在中国政府第二批援莫抗
疫物资交接仪式上，莫卫生部长蒂亚戈代表
莫政府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提供的无私援
助，表示中方援助物资将有力强化莫医务工
作者的安全保障，增强莫应对疫情的能力。
蒂亚戈表示，中莫两国在卫生领域合作涉及
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医疗物资等多个方面，
为莫完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提供重要助力。

今年4月份以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
机构已与莫桑比克马普托中心医院就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开展了7次远程经验交流会，中
国专家向莫方分享了大量临床治疗经验。马
普托中心医院院长萨义德教授在会上向中国
专家表示诚挚感谢，强调与中方医疗机构的
交流极大提高了该院病人诊治和管理能力，
增强了医护人员应对疫情的信心。

中莫传统友谊是在双方并肩反对帝国主
义和殖民主义、实现莫桑比克政治解放的斗
争中凝结而成的，并在各自国家建设进程中
不断巩固。双方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高
度互补，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
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的好朋友，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的好兄弟。面对疫情，两国关系经
受住了考验，并在抗击疫情中进一步深化团
结合作。中莫两国建交45年来关系发展令
人鼓舞，期待两国共同推动中莫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携手打造中非合作
典范。

“同志加兄弟”友谊不断加深
——写在中国与莫桑比克建交45周年之际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非洲第一大悬索桥马普托—卡腾贝大桥，为莫桑比克人民带来极大便利。 本报记者 蔡 淳摄

6月23日上午，中韩交流合作“国际
客厅”开厅仪式在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举
行，集会议、论坛、推介、招商、展示等功能
于一体的“云端客厅”同步启用，韩国首尔
市、大邱市、庆尚南道河东郡同步设置3
个分会场，500余名中韩企业家代表在线
观看了开厅仪式，韩源新零售周末仓库等
8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额达2.7
亿美元。

目前，青岛正承担着打造“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形成中国高水平对
外开放新格局的使命。近年来，城阳区积
极构建经贸交流体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担负起山东对日韩
开放发展的时代重任。中韩交流合作“国
际客厅”的建立，将通过研究和对接韩国

产业、企业、技术和人才等，整合中韩双方
地方经贸合作资源，为中韩深化合作和友谊
架起新的桥梁，实现开放发展乘势而上、聚
势而强。

据介绍，中韩交流合作“国际客厅”选址
邻近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位于青岛天安数
码城产业园范围内，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
已经投入使用的2万平方米启动区拥有展
示、推介、办公、洽谈、运营服务等重点功能
区，满足了先期入驻企业的办公交流、产品展
示等需求，目前已入驻63家韩国机构、商协
会及企业。

即将投入使用的产业园区及孵化基地面
积约8万平方米。其中，5000平方米中韩
（青岛）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主要引进新材料、
高端制造、金融投资、时尚设计等产业，搭建
中韩青年创新创业及交流互动平台；7.5万平
方米中韩高端技术产业园引进韩国文化创
意、工业设计、国际贸易和国际知名第三方服
务机构，建设集技术、经贸、韩企中国总部、区

域型总部、职能型总部的集聚地。此外还有
10万平方米综合配套区功能正在不断完善，
布局银行、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法律、
财会、金融投资、知识产权服务等商务服务机
构，还将建设国际会务会展中心、高端商务酒
店、国际社区和人才公寓，打造综合体验中心
和交流基地。

“‘国际客厅’将突出韩国特色，立足服务
创新，围绕青岛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建设
市场展示交易、产业与人才合作、大数据交
互、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创新和专业服务6
大中心，为有意向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
业、商会等打造集展示、推介、接洽、交易等
功能于一体的新平台，实现优质资源顺畅对
接，推进中韩产业、科技和文化交流合作，打
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和中韩交流
合作新平台。”城阳区贸促会会长孙双群
介绍。

在开厅仪式上，青岛·韩国企业家联谊会
秘书处、中韩城市发展联盟（青岛）代表处和

中韩电商（青岛）网红直播基地揭牌。据介
绍，中韩城市发展联盟将进一步促进地方政
府间经济交流合作，深化中韩地方城市产业
对接，就产业、企业、技术、产品开展广泛交流
合作，扩大中韩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路径；中
韩电商（青岛）网红直播基地将建设柔性供应
链中心、网红直播·短视频艺术培训中心、中
韩商品直播中心以及电商运营服务中心，整
合当地产业和供应链资源，实现当地优势资
源集中对外展示，带动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促进产业升级，并满足市民对优质日韩商
品需求，不断扩大与韩国间的贸易额。在开
厅仪式现场，中韩电商（青岛）网红直播基地
首场直播活动同步开播，将大量韩国优质商
品展现给广大市民。

“城阳将突出‘国际客厅’引领，与日
韩城市、商协会建立合作，在日韩进出口贸
易额和日韩投资方面寻求突破，让日韩友城
朋友圈倍增，地方经贸交流更加活跃。”孙
双群说。

山东青岛：

“国际客厅”促进中韩交流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苟小妹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日前，广州首列国际邮包——跨
境电商中欧班列（广州大朗—阿拉山口—马拉舍维奇）正式开
行，这是广州中欧班列继满洲里、凭祥、吉隆、霍尔果斯口岸进
出境线路后，开通的第5条进出境线路。

据悉，这趟班列装载82个标准集装箱，箱内装有包括
LED灯具、小家电、服装、家居用品等多种类型货物，货值约
358万美元。班列将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白俄罗斯，里程约1.1万公里，预计在15天后抵达波
兰马拉舍维奇，再分拨到英国、法国、德国等28个欧洲国家和
地区。

“与以往班列不同的是，本趟班列除装载一般贸易货物
外，还装载了27.57吨国际邮件、10.12吨跨境电商商品和
42.88吨市场采购类货物。”广州海关所属广州邮局海关有关
负责人说。据介绍，早在一周前，1890袋、约27.57吨国际邮
件已在广州国际邮件互换局完成申报、验放等海关监管手续，
并通过4辆专用集装箱车辆装载转运至大朗铁路站点，换装
广州中欧班列。

“此次中欧班列搭载的出境邮件超过12万件，主要以3C
电子配件、服装、饰品等国内优质商品为主。”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广东省寄递事业部速递部总经理方耀湛表示，中欧班
列运邮成本相较空运节省三分之一以上，运输时间比海运节
省一半以上，这对于输运因新冠肺炎疫情滞留的邮件来说是
雪中送炭。

“珠三角地区传统制造业体量大、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
快速、中欧班列多式联运组合方式灵活便利，这3种优势聚
合，将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的后劲。”佛山海关驻禅
城办事处副主任梁柏清表示，下一步将依托改革开拓更多业
务模式对接中欧班列，开展跨境电商B2B出口试点，不同
企业、不同运输方式、不同物流渠道的零售出口业务测试也
将接连开展，推动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助力广州货物

“卖全球”。

广州中欧班列开通

第5条进出境线路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通讯员董超雯报道：日前，中国出
口澳大利亚大直径11.09米硬岩全断面隧道掘进机（TBM）下
线仪式在中铁装备国家TBM产业化中心举行，设备将用于
澳大利亚雪山2.0水电站（Snowy Hydro 2.0）项目建设，这
是我国最大直径硬岩TBM出口，也是中国硬岩掘进机首次
应用于澳大利亚隧洞项目建设。

该项目隧洞开挖直径11.09米，最大埋深723米，水平转
弯半径500米，岩性为粉砂岩、砂岩，强度15兆帕至160兆
帕。该项目TBM开挖隧道长度为27千米，共计使用3台
TBM进行施工，由澳大利亚建筑公司与意大利工程公司组成
的联营体承包建设。中铁装备集团成为本项目TBM设备供
应商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成功进驻澳大利亚市场的中国
TBM供应商。

“建筑业的技术日新月异，改变了施工方法，让新的挑战
和困难迎刃而解，不断超越新的极限。中铁装备TBM此次
下线就是这种新技术发展的最好例证。”项目承包商相关负责
人说，很期待中铁装备的设备在澳大利亚雪山项目主隧道施
工中一展身手。

“中铁783号”TBM整机长约137米，重量约2300吨。
针对雪山项目开挖直径大、埋深大、岩石强度高等工程特点，
中铁装备在设计时采用了重载硬岩刀盘、主机区域设置两台
常态化超前钻机、盾体反扭装置等针对性设计，具备快速超前
处理不良地质能力。同时，整机在安全防护、逃生通道等方面
均按照CE标准和澳大利亚标准设计。

中国出口澳大利亚

大直径硬岩TBM下线

中莫建交45年，两国友好关系不断

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不断

扩大。两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各领

域务实合作加速推进，给两国和两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6月23日，澜湄合作专项
基金2020年柬埔寨项目签约仪式在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
部举行。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与中国驻柬大使
王文天出席签约仪式。

布拉索昆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澜湄合作专
项基金柬埔寨项目对于改善柬埔寨人民生活和支持柬埔寨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实质作用。柬中双、多边合作并未受到新
冠疫情影响。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为柬埔寨防疫抗疫和缓解疫
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表示，在这个充满
挑战的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本次协议的签署证明了澜湄合
作的深厚基础，柬埔寨将继续为加强湄公河国家与中国之间
的友谊合作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王文天表示，柬埔寨连续3年获批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
目最多，包括今年在内共有55个项目，总资金投入超过
2000万美元。这充分体现了柬方对澜湄合作的积极参与，
也说明中柬在澜湄框架下合作卓有成效。澜湄合作是澜湄流
域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在流域国家的
积极参与下，澜湄合作正从快速拓展期进入全面发展期，推
动实施的大量惠民项目给本地区人民带来了更多实实在在的
利益。

据了解，本次签约金额超过722万美元，涉及经济社会发
展、人力资源培养、网络安全和能力建设、旅游和服务、环境以
及文化保护等共计20个项目。

澜湄合作专项基金

柬埔寨项目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