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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鱼”的同

时要“授人以渔”，分

享发展红利的同时也

要分享发展理念和经

验，在分享发展理念

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

提高务实合作水平。

中老共建“一带一路”

的成功实践，为推进

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提供了有益启示。

丝绸业在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越南经济
中占据重要地位。世界丝绸协会的统计数据显
示，越南目前是世界六大丝绸生产国之一，出口
量位居亚洲第三、世界第六。面对现代工业的冲
击，这个传统行业发展状况如何？经济日报记者

日前来到有着“丝绸之乡”美誉的河内市河东郡
万福村一探究竟。

越南丝绸界流传着“南定的蚕丝、河东的绸”
这样一句俗语，“河东的绸”指的就是河东郡万福
村生产的丝绸。穿过古色古香的村口门楼，鳞次

栉比的丝绸店映入眼帘，店里商品琳琅满目。
离村口不远，便是当地有名的文卯丝绸生产

厂，穿过店面，可以看到后面小工厂内几台丝绸
织机正在有节奏地运转着。记者注意到，这种

“前店后厂”近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采取的还是
中小规模的半机械、半手工模式。

据工人阿兰讲，由于蚕丝的特性，丝绸的生
产还不能完全离开熟练工人的操作。这家工厂
的创始人赵文卯已经离世，现在是他的儿媳阮氏
心当家。阮氏心老人介绍说，她的厂子是万福丝
绸村最早和现在规模最大的生产厂之一。1986
年越南革新开放以前，当地的丝绸生产都是以合
作社形式进行的。此后开始个体私营生产，这个
厂子就是那时候建立起来的。

阮氏心告诉记者，万福村生产丝绸的历史约
有千年，是越南历史最悠久的丝绸村之一，也是
越南最著名的丝织品产地。当地最早生产的丝
绸是纯光面的，没有图案和花纹。后来当地人不
断摸索，通过纸板做的模板可以织出印有花纹的
丝绸，而且每一家设计出的花纹都不相同，时间
一长通过看丝绸上的花纹图案就能知道是哪家
生产的了。

阮氏心说，村里以前约80%的家庭都从事这
个行业。随着革新开放，经济多样化的冲击使得
现在只有大约一半的家庭还在继续，很多年轻人
都外出谋生了。老人自己的两个孩子都继承了
传统，依旧经营着自家的厂店。目前万福村生产
丝绸还是保持着家庭作坊式的模式，只是为了提
高产量，已从全手工改为了半手工，而且随着原
料的缺失，丝绸的印染也从过去使用纯天然颜料

变成了现在的使用化工颜料。
阮氏心介绍说，丝绸生产受

蚕丝原料的影响比较大，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天气的变化会影响
到蚕丝的产量、质量，丝绸的生产
也相应会受到影响，价格也会有
明显起伏。特别是在接到出口订
单时，遇到差的年份，蚕丝产量不
高，年初签订的订单，到生产时由
于蚕丝价格提高，还需要同外商
再讨价还价，争取重新制定成品
价格，煞费心力。厂子经常面临
着类似的经营压力。所以这个村
子大部分产品都转向国内销售，
以产带销，而非以销促产。由于
当地丝织品历史悠久、制作精美、颇具特色、质量
可靠，在越南国内非常受欢迎。

记者到访丝绸村时是下午，顾客三三两两并
不多，记者接连走进几家店，询问后发现百分之
百蚕丝含量的丝绸一米价格都是40万越盾（约
合120元人民币），家家一样，并无漫天要价的
现象。

记者看到，现在的丝绸村周围已经建起了许
多高楼大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里还保留
着相对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实属不易。正是
这种质朴，不断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到此购物、观
光，感受在丝绸精美图案中静静流淌的久远传
统。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丝绸行业凭借着具有
悠久历史的丝绸之乡，打下良好的生产基础，熟
丝的出口量超过柬埔寨和泰国。

当然，与万福村固守传统的路线不同，越南
其他一些地方的丝绸行业已经开始现代化，如西
原地区林同省保禄市的丝绸生产就实现了较大
规模的机械化，产量、出口量占据国内市场主导
地位。保禄市年产蚕丝约1000吨、绸缎约350
万平方米，出口额达到1600万至1800万美元，
约占越南年出口量的80%。

整体而言，越南丝绸制品虽有一定特色，但
在国际市场上尚未形成品牌效应。企业以为国
际知名丝绸制品品牌代工为主，生产的多为初级
产品，缺乏高端“越南制造”。为此，在传统与现
代的生产方式中寻求平衡，在扩大产能的同时保
持民族工艺特色，提升品牌附加值，开拓中高端
市场，正成为越南丝绸业积极探索和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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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希腊发布《2020-2025年数字化
转型白皮书》，目的是协调希腊政府各个机
构的数字行动，为未来的数字化发展确定
战略规划，通过创建新一代公共机构数字
互联系统“政府数字云（G-Cloud）”，推动
包括司法、卫生、经济、教育等在内的关键
领域向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白皮书还
涉及了总金额达 60亿欧元的 400多个国
家和地方层面干预的重点项目，以确保在
2020至 2025年实现希腊社会和经济的数
字化转型目标。除此之外，白皮书还强调
了保护网络安全、数字基础设施和私人数
据，以及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大力发展数字
能力的重要性。

这正是希腊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政策、抓
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一个缩影。希腊政府
希望能够克服经济的脆弱性，促进本国由传
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向数字经济、科技经济和
可持续经济转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绿色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将希腊打造成南欧数字
中心、科技中心和绿色中心。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全球公共卫
生危机对希腊经济造成的冲击表明了希腊经
济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数字化转型是希
腊目前最主要的优先事项之一。

出台法律法规保障数字化转型

一直以来，希腊政府和公共机构复杂的
行政手续为外界所诟病，繁文缛节被认为是
阻碍该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今年7月，希腊数字治理部部长皮埃
拉卡基斯公布了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7
个重要举措，包括开通电子处方服务，简
化重要文件办理手续，推动新的公民身份
证明系统，加快5G牌照拍卖，通过32家
机构向公众提供214项、超过1800小时的
免费数字化技能培训，通过网络向公众和
企业免费提供政府经过匿名化处理的公共
数据，更好地保障公共网络安全。希腊政
府正在快速推进网络数字化公共服务，目
前已经开通724项在线服务，预计最终将
可以在线办理大约1000项公共服务业务。
自从该数字化服务开通以来，门户网站至
今已经累计有700万次浏览，共发出77.2
万份电子文件，开具660万张医生处方以
及230张转诊证明。

希腊在9月份颁布了《数字治理和电子
通信法》，该法案重新定义了数字治理的一般
原则，内容涉及公共部门数字治理的管理，旨
在加强希腊数字发展和治理，确保电子通信
的安全有效和透明，促进所有公民平等和合
法地享有数字服务，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
法案为希腊建立数字化国家提供了法律依
据，也为希腊未来十年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奠
定了必要基础。

此外，《2020-2025年数字化转型白皮

书》还阐述了希腊未来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指
导原则、干预的战略重点、系统的架构设计、
遵循的治理模型以及项目计划与实施机制。

减税降负吸引“数字移民”

债务危机不仅使希腊经济面临至暗时
刻，更使大量专业人才外流，其中以年轻人
居多。此前希腊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自
2008 年以来，至少已有 42.7 万人移民海
外，其中大多数是专业人才，大量年轻人才
的流失给希腊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了深远
影响。

为扭转大量高素质人才外流的趋势，促
进希腊经济恢复，加速经济快速转型，希腊政
府已宣布将为明年移居希腊的企业员工和自
由职业者减免最初7年内50%的收入税和团
结税。

希腊总理府首席经济顾问亚历克斯·帕
特利斯表示：“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尽管
处于疫情期间，人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生活
和工作区域。基于此，希腊可以拥有更多数
字移民。”财政部副部长斯基拉卡基斯也表
示，希腊政府将不遗余力加强电信基础设施
建设，为“数字移民”尽可能多地提供技术
支持。

吸引外资打造南欧数字中心

去年，新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实施了一系
列经济改革，国际社会对希腊投资预期和信
心持续向好。此外，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斗争中，希腊政府表现较好。

希腊的国家信用和形象的提升吸引了大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前来投资。
2020年 2月，亚马逊全球云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与希腊数字政策部签署了
一个合作备忘录，创建云计算网站，将希腊和
东南欧连入亚马逊的全球网络中，以促进整
个希腊经济创新，并在数字治理、数字基础设
施和云计算技能教育等方面进行合作，促进
希腊的数字现代化。同时，亚马逊也正在考
虑在希腊建立物流设施。

今年6月，思科与希腊投资发展部、数
字政策部和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市政
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投资1200万欧元
建立国际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技能中心。这
是思科的第15个数字中心，目的是加强创
新，增强数字技能和促进数字文化，并开发
智能城市技术和农业应用。该中心将设立
一个培训部门，即思科网络学院和机器人自
动化中心，培养专业人员的数字技能。思科

将在该中心成立专业团队，以分析、设计和
提出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解决
方案。

10月，微软宣布将在希腊创建一个大
型数据中心，以存储和管理云计算数据，这
是微软在欧盟建立的第八个数据中心，也是
东南欧的第一个数据中心。据估计，建造数
据中心将花费数亿欧元，并且每年将花费数
千万欧元用于维护和升级，总投资额最终可
能超过10亿欧元。数据中心将坐落于希腊
东阿提卡地区，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微
软同时计划为约10万名希腊政府和私营机
构人员、教育工作者以及学生提供数字技能
培训。

12月2日，美国制药企业辉瑞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博尔拉宣布将在萨洛
尼卡建立第二个数字创新中心，建成后将至
少新增600个就业岗位并雇用约200名人工
智能、大数据和分析领域的科学家。同时辉
瑞正在开发一个全球数字实验室中心网络，
萨洛尼卡将成为辉瑞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的六
个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中心之
一。除此之外，辉瑞计划与知名大学和希腊
地方中心合作开发新技术，目的是在萨洛尼
卡创建一个世界一流的团队，以最大程度地
利用新技术开发新药物和疫苗。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希腊加速数字化转型
本报驻雅典记者 曲俊澎

探访河内丝绸之乡
本报驻河内记者 赵 青

在传统与现代的生产方式中寻求平

衡，在扩大产能的同时保持民族工艺特

色，提升品牌附加值，开拓中高端市场，

正成为越南丝绸行业积极探索和努力的

方向。

阮氏心老人在自己的丝绸店内向顾客介绍产品。 本报记者 赵 青摄

河内市河东郡万福丝绸村街景。 本报记者 赵 青摄

希腊电信运营商WIND在雅典市中心的门店贴有5G宣传标语。 本报记者 曲俊澎摄

提前 13 个月建成通车！
近日，中老共同投资建设的中
老高速公路万象至万荣段通车
喜讯传来，不仅结束了老挝不
通高速的历史，更展现出中老
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前景。

中老高速公路对老挝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该高速始于老
挝首都万象，止于老中边境磨
憨、磨丁口岸，全线建成后将形
成老挝中、北部的交通主干道，
充分说明中国发展红利已逐步
向老挝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有效辐射。这不仅能促进老挝
经济社会发展，还能推动跨境
商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更对其
他国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除了直接帮助老挝加快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在共建“一带
一路”框架下，中方还积极通过
务实合作助力老挝增强自主发
展能力。

不久前，老挝石化项目一
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
正式投产，这是老挝首个炼油
厂。该项目将梯次建设，进而
带动老挝成品油生产由“在本
国境内”到“用本国原料”再到

“靠本国人才”的三级跃升。该
项目规划三年内本土员工比例
将达到70%，到三期工程开发完成后有望培养出一支具有
石油炼化和清洁能源学科知识的专业技术队伍。

“授人以鱼”的同时要“授人以渔”，分享发展红利的同
时也要分享发展理念和经验，在分享发展理念和经验的基
础上不断提高务实合作水平，在技术、人才、管理、制度等领
域多做打基础、惠民生、添本事、增潜力的工作，中老共建

“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为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
了有益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老挝共同反对将疫情
政治化、借疫情搞污名化，生动诠释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的命运共同体精神，有力确保了“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
并取得实效。中老即将迎来建交60周年，中老两国互学互
鉴、携手前行，将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扎
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