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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应用创新、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细致全面的员工培训制度……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批工业园区项目扎实推进，成为承接中外企业合作和当地民众就
业的重要平台

“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见证了工业园的成长，有时仍无法相信这

一切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招商局中白商贸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中白商贸物流公司）总会计师安

德烈·切列帕诺夫对记者由衷地说。

2015 年，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中

白工业园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中白商贸物流公司

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此时，已在国家机关工作 8
年的切列帕诺夫做出了职业生涯的重要选择。凭

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经验，切列帕诺夫被聘为公司

的总会计师，成为公司团队中第一位白籍员工。

“刚来时，园区还是一片树林。”切列帕诺夫说，

短短几年间，海关仓、商务中心、展览中心拔地而起，

一个大规模的商贸物流综合体——中白商贸物流

园出现在园区。如今，园区二期建设即将启动，数

字化发展开始提速，5G、无人驾驶交通的引入让工

作更高效。“我们建起了一座‘小城市’——宽阔的

道路、优美的绿化环境、现代化的建筑……每个初

次参观工业园的白俄罗斯投资者都会发出惊叹。”

切列帕诺夫表示，建立中白工业园的一大设想

就是学习中国先进的园区建设理念，引进中国经

验，带动白俄罗斯经济发展。为此，切列帕诺夫曾

被派往中国学习特区和工业园区的创建和运作模

式。如今，不仅园区发展得好，园区内的创新成果

还逐渐应用到白俄罗斯其他地区，促进了本国的商

业发展。园区内的中国企业还乐于和白方分享无

轨电车超级电容器、特殊建筑、营救设备等先进技

术。“技术的引入使白俄罗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

具竞争力。”切列帕诺夫说。

现在，欧洲市场对中白商贸物流公司的认可度

越来越高，切列帕诺夫的收入也不断增长。他买了

新房，还迎来了小女儿的出生，日子越过越幸福。

来工业园工作后，切列帕诺夫开始学习中文。有一

次，他把自己说中文的视频发到社交平台，没想到

一下子成了公司的“明星”。“我还会唱中国歌曲，经

常跟着中国同事们一起唱。”

白俄罗斯有欧亚运输走廊的“十字路口”之称，

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在

切列帕诺夫看来，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激发了白

俄罗斯的物流潜力。已启动的多式联运铁路物流

站项目联结了中国、德国、瑞士、白俄罗斯等国的铁

路、航空、公路等多种运输类型，使货物在欧中之间

更快捷地运输。

切列帕诺夫告诉记者，园区里有明斯克大道

和北京大道，两条大道旁是一条充满象征意义的

“友谊路”。他认为，工业园项目作为一个合作共

赢的平台，在经济、政治、人文交往等层面对两国

意义非凡。在这里，有人找到了新朋友，有人建立

了跨文化家庭，切列帕诺夫也和不少中国同事成

为朋友。对于中白工业园的未来，切列帕诺夫充

满希望：“园区将发展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商业

旅游和医疗服务等，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

城区。”

中白工业园——

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区
本报记者 殷新宇

吉 布 瑞 尔 今 年 35 岁 ，在 成 为 阿 达 玛 工 业 园

员工前，曾在 3 家公司从事过管理工作。 2016 年

10 月 ，吉 布 瑞 尔 看 到 由 中 国 土 木 工 程 集 团 有 限

公司（中土集团）承建的阿达玛工业园项目发布

的招聘启事，第一时间就投递了简历。“这里会是

我施展才干的地方”，吉布瑞尔对当时的选择记

忆犹新。

“我们国家很多蓬勃发展的工业园都是由中

国企业建造的，阿达玛工业园就是一个典范。”阿

达玛工业园位于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坐落在

同为中土集团承建的亚吉铁路沿线。这条铁路是

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一条铁路带动一条

经济带。自 2015 年以来，中土集团先后在亚吉铁

路沿线承建了阿瓦萨工业园、阿达玛工业园、德雷

达瓦工业园等 6 个工业园区项目，目前已经全部

投入运营。阿达玛工业园的 19 座现代化厂房也

已全部出租，中国安泰纺织等企业相继入驻投产，

为当地创造 5000 余个就业岗位。

“亚吉铁路开通时，我们无比欢欣鼓舞，但并

不清楚它如何产生实际效益，能否真正改变我们

的生活。”如今，许多当地人和吉布瑞尔一样，体

会到了铁路和工业园建设带来的“看得见摸得着”

的变化。“乡亲们有了稳定工作，学到了技能，增

加了收入。”吉布瑞尔说，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看

好工业园的发展，企业类型趋于多样化，长远来看

可以助力当地的产业转型升级。“铁路带来了机

遇，沿线的工业园则在创造繁荣。”

自加入阿达玛工业园以来，吉布瑞尔一直负

责项目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工业园区的建设需

要大量当地人员参与，协调好各方人员按时保质

保量完成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谈到自己的工

作，吉布瑞尔说：“作为人力资源部经理，我需要

确保进入项目工作的人都具备相关知识技能，并

且每天都以积极的状态参与到项目建设中。在遇

到难题时，我会责无旁贷地去逐个解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埃塞俄比亚等非洲

国家由于缺少专业医疗人员和物资等，防疫压力

很大，阿达玛工业园建设也面临巨大挑战。“好在

中国企业提供了完备的保障，及时发放口罩、洗手

液等防疫物资，还安排了相关培训。我在新闻上

看到中国的防疫工作做得很成功，在这里工作我

感到很放心。”

在工业园工作几年来，吉布瑞尔不仅工作能

力大大增强，还收获了和中国同事的友谊，对未来

更是满怀信心。“现在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还

比较薄弱，但我相信，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

下，两国合作领域会越来越宽广，埃塞俄比亚的发

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埃塞俄比亚阿达玛工业园——

施展才干的地方
本报记者 吕 强

“如果没有来到园区工作，我在家乡务农只能

糊口，挣钱送弟弟妹妹上学更是奢望。”今年是泰

国小伙艾盖普来泰中罗勇工业园中策橡胶（泰国）

有限公司的第七个年头。刚进公司时，艾盖普只

是普通工人，如今他已成长为部门生产主管。“罗

勇工业园和中策橡胶改变了我的生活，在这里工

作很有成就感。”

泰中罗勇工业园距泰国首都曼谷 100 多公里，

地处泰国“东部经济走廊”核心区域，是中国首批

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作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

的重要载体，罗勇工业园已吸引 160 多家企业入

驻，带动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超 40 亿美元，累计工

业总值超 160 亿美元。园区建成十几年来，越来越

多的中国企业在该园区投资设厂，为当地创造就

业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先进的生产线。目前，像

艾盖普一样在罗勇工业园工作的泰国员工有 4 万

余人，未来将达到 10 万人。

初到公司时，先进的生产线既让艾盖普感到

惊叹，也让这个刚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小伙子

感到有些无从下手。“公司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

对产品质量要求近乎苛刻。”艾盖普边干边学，车

间墙上挂着中、泰、英文标注的零部件照片和实

物，遇到困难就向中国师傅请教，每次都能得到耐

心的指导。下班后，艾盖普还把操作指导书带回

宿舍继续学习。经过努力，艾盖普熟练掌握了多

种操作技能，工序操作、工装器具使用、生产材料

配置、辅件配件管理等样样拿手。

在中泰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中策橡胶建立了

生产规范化、管理本地化、制度体系化的完整工厂

运营模式，年产各类轮胎共计 1331 万套，产品销往

美国、巴西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非常重视

当地员工的职业发展，现有 4300 名员工中，泰籍员

工占 90%。“我和中国同事合作得很顺利，他们勤奋

刻苦，诚心诚意对待泰国员工，大家成了朋友和伙

伴。”艾盖普说，每逢中国春节、泰国宋干节等重要

节日，公司会组织庆祝活动，增进了两国员工相互

了解和友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国家的工业生产

遭遇寒冬，罗勇工业园里的企业依然努力维持运

转。在去年 3 月泰国疫情最为严峻之时，中策橡胶

也没有裁掉一位员工，而是开源节流，保持低成本

运营。去年三季度以来，公司已恢复全面生产。

疫情防控期间，罗勇工业园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

大胆创新，探索出一整套“云招商”“云服务”的新

模式。投资企业云考察、实落户，在投资人无法前

来泰国的情况下，园区成功吸纳近 20 家企业入园，

10 多家企业破土动工。艾盖普表示，期待更多中

国企业落户泰国，进一步提升当地的产业和经济

发展水平。“‘合作共赢’不只是厂区的标语牌，更

是中国企业的实际行动！”艾盖普说。

泰中罗勇工业园——

重视员工职业发展
本报记者 孙广勇

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几名

身着制服、佩戴口罩的埃及工

人 正 在 仪 器 前 熟 练 地 操 作

着 。 31 岁 的 埃 及 小 伙 阿 米 尔

一 边 带 领 几 名 新 入 职 的 员 工

参观生产流程，一边通过电话

与供应商沟通采购事宜，十分

忙 碌 。 作 为 中 国 恒 石 埃 及 纤

维织物股份有限公司（恒石埃

及）总经理助理兼质量部门负

责 人 ，与 客 户 、供 应 商 和 生 产

团队保持密切沟通，确保每个

生产环节符合要求，是他的日

常工作之一。

“我们公司的玻璃纤维织

物产品销往欧美、中东等多个

地区，在国际市场享有很高的

声 誉 。”阿 米 尔 自 豪 地 对 记 者

说，设厂短短几年，公司就发展

成为埃及玻璃纤维产业链的重

要一环。恒石埃及是中埃·泰

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一家中

资 企 业 。 该 合 作 区 始 建 于

2008 年，是中埃两国在特区开

发、产能合作、吸引外资等领域

的 重 点 合 作 项 目 。 随 着 共 建

“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截至去

年底，这里共吸引 96 家企业入

驻，实际投资额超 12.5 亿美元，

累计销售额超 25 亿美元，缴纳

税费近 1.76 亿美元，直接解决

就业约 4000 人，产业带动就业

3.6 万余人。和恒石埃及一样，

园 区 许 多 公 司 成 为 埃 及 工 业

发 展 的 龙 头 企 业 。“这 不 仅 为

埃及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也提升了埃及相关产业的

技术水平。”阿米尔说。

阿米尔毕业于开罗大学中文系，随后到中国攻读

研究生，刚加入公司时是一名翻译。随着业务能力的

不断积累，他在工作中多次晋升，“工资增加了好几

倍”。“中国企业为我和埃及同事提供了丰富资源。”阿

米尔说，“公司的员工培训制度让大家受益匪浅，只要

愿意学，中国同事会把掌握的知识都教给我们。”他从

最初的“不知道玻璃纤维为何物”，到现在已能独当一

面、与客户侃侃而谈。许多埃及同事也经历了从“中

国师傅不在现场干不了”到熟练完成各类操作的成长

变化。目前，该公司以埃及员工为主，许多管理者都

是埃及人。“经过这些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埃中两国

同事相处得非常好。我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也是

生活中的朋友。”阿米尔表示。

如 今 ，收 入 稳 定 的 阿 米 尔 已 成 家 ，有 了 一 双 儿

女。留学中国以及两次到浙江参加公司培训的经历，

让他直观感受到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正

因如此，他非常希望孩子学习中文。现在，他 3 岁的大

女儿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疫情防控期间，不管是恒石埃及还是苏伊士经贸

合作区，对防疫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取得了良好

效果，保障了园区的安全生产和员工就业，也让人们

对园区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同样的选择。”阿米尔说，学

中文、进中国公司是自己作出的正确决定，未来他将

继续在中国企业不断学习提升、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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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埃及延江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位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

区内的一家中资企业。图为该公司的生产车间。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摄

图②：中策橡胶（泰国）有限公司的泰籍员工在轮胎生产线上工作。

本报记者 孙广勇摄

图③：吉布瑞尔在埃塞俄比亚阿达玛工业园内的办公室里。

本报记者 吕 强摄

图④：白俄罗斯中白商贸物流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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