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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南欧江全流域梯级水电站，近距离了解

水电站的建设运营情况，让我感受到共建‘一带一

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改变。”老挝苏发努冯

大学学生龙森激动地说。

今年 7 月中旬，老挝南欧江全流域梯级水电

站累计发电量突破 100 亿千瓦时之际，中国电建

老挝南欧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下称“南欧江流域

公司”）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老挝苏发努冯

大学、琅勃拉邦省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和老挝国

家电视台、万象时报等媒体记者参观。老挝传统

风格的电站外观、宽敞明亮的发电厂房、高科技十

足的集控中心让龙森等参观者频频赞叹。

作为中企在海外首个全流域整体规划和投建

的建设—经营—转让（BOT）项目，南欧江全流域

梯级水电站项目由 7 个梯级电站组成，总机组容

量 127.2 万千瓦，已成为老挝北部重大能源项目和

中老水电技术合作的重要窗口。

据南欧江全流域梯级水电站集控中心调度长

玛妮苏介绍，今年是南欧江全流域梯级水电站投产

后联合调度的第一年，南欧江流域公司充分发挥联

调联运优势，平衡当地丰枯期发电，保障了电力的稳

定供应。南欧江全流域梯级水电站与南俄 5水电站

组成“八站一中心”，保障了老挝全国 12%以上的电

力供应，旱季发电量更占到全国用电的 30%。

水力发电送到千家万户，以强力、稳定、清洁

的电能产出，为老挝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清洁电能支持。在经营过程中，中国电建

还积极与属地分享在设备产能与运营管理、专业

技术人才培养、水资源利用与水环境管理等方面

的经验技术和先进做法，以务实行动为当地发展

作出贡献。

玛妮苏是南欧江流域公司自主培养的第一批

老挝籍员工，也是梯级调度中心最早的一批当地

员工，现在已经成长为具有丰富经验的调度主

管。从供货方到施工方，从后勤保障到商务高管，

从村民渔民到名校大学生，南欧江流域公司先后

为当地提供了 1 万多个就业岗位，当地员工占比

达 60%以上。

水电站的建设为当地带来了很多积极变化。

“当然，有变的，也有不变的，不变的就是这里的绿

水青山。”玛妮苏说。据了解，中国电建在各梯级

电站枢纽区上游建立了多个动物栖息地保护区，

并设置稀有树种合理避让保护区，大力实施生态

林、受益林补植计划，连续 10 年实施增殖放流，投

放鱼苗累计超过 200 万尾，有力支持当地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老挝能源矿产部能源商业司司长宋披·乔维

吉表示，南欧江全流域梯级水电站不仅为老挝经

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还在区域水资源管理、气

象资源合作、水电技术教培、澜湄合作示范、防洪

减灾、移民生计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综合效益将越来越大。

“南 欧 江 全 流 域 梯 级 水 电 站 全 面 投 产 发 电

后，有近 30 年的运营期，我们坚持走可持续发展

之路，努力将水电站打造成中老能源合作的标

杆，以更细致、更深入、更扎实的多方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造福老挝民众。”南欧江流域公司总经

理宋会红说。

源源不断提供清洁电能
本报记者 孙广勇

朝霞映红了巴西中部戈亚斯州戈亚尼亚的

远山近水，起伏的峰峦间一条 500千伏输电线路

向着远处延伸。每当看到又一座输电铁塔基础

浇筑完成，当地工人若昂的脸上总会露出欣喜

的笑容。“我以后会告诉自己的孩子，那是爸爸

参与建设的铁塔，我为能参加这样有意义的项

目感到自豪！”若昂说。

今年 5 月 12 日，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

司（下称“国网巴控公司”）承建的 500 千伏席尔

瓦尼亚输电特许权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

目包括新建 156 公里 500 千伏输电线路、一座

500 千伏变电站和扩建一座 500 千伏变电站，建

设工期 48个月。这是中国企业在巴西开展输电

投资、建设和运营业务的又一重要项目，将推动

中巴电力能源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

若昂对本报记者表示，项目输电线路穿越

他的故乡邦菲诺波利斯，给家乡人民带来大量

就业机会。更让他兴奋的是，项目团队还计划

开展针对当地员工的技能培训，帮助更多当地

员工在不同岗位上实现自我价值。

提交环境调查报告和环境影响诊断评估

报告；开展森林异地种植项目；加强动植物保

护……在项目规划、评估和施工的各个环节，

尊重自然、修复植被、保护生物一直是国网巴

控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据席尔瓦尼亚输电

特许权项目部技术总监弗朗西斯科介绍，自去

年 5 月中标以来，国网巴控公司克服疫情影响，

与巴西环保署等政府部门紧密沟通、详细评

估，提出了地理环境保护、动植物保护等 7 个方

案，为项目提前顺利开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企在巴项目始终重视统筹经济效益、社

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二

期项目也颇具代表性。这条输电线路起于巴

西北部帕拉州亚马孙河流域的美丽山水库，止

于东南部里约热内卢州，全长 2539 公里，被称

作“电力高速公路”。它不仅有效解决了巴西

北部亚马孙河流域清洁水电长距离外送和消

纳难题，完成了巴西“北电南送”的重大电力输

送工程，还增加了当地就业，并且有力推动了

巴西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在美丽山项目建设过程中，一旦输电线路

经过当地原住民居住区和生态保护区，中方会

依据相关机构的规定绕道，同时在施工过程中

根据实际环境做出一些修改，如将部分铁塔建

得比原标准高、塔间距比原标准大等以保护生

态环境。当施工人员碰到受伤的小动物时，也

会将其送到附近的兽医站进行救治并放生。

得益于在环保领域的出色表现，国网巴控

公司受邀参与当地的环保创新项目，项目覆盖

阿拉瓜亚河流域上游 35 万平方公里，将大力

推动地区生物群落退化地区恢复。巴西戈亚

斯州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厅官员安德烈亚表示，

之所以邀请中国企业参与其中，是因为国网巴

控公司值得信赖，其一系列环境补偿措施，“将

推动实现自然环境同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平衡

可持续发展。”

输送电力注重生态环保
本报记者 陈一鸣

今年 5 月，一批崭新的公交车出现在埃及首

都开罗的大街小巷，宽阔的车身、鲜艳的明黄色构

成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是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潍柴动力”）为埃及公交车油改气

项目提供的首批油改气公交车。

2019 年 7 月，埃及政府出台了汽车油改气计

划，投资 31 亿埃及镑（1 埃及镑约合 0.36 元人民

币）对小型巴士、轿车等机动车实施从汽油或柴油

向油气混合动力转换。根据相关方案，埃及将用

3 年时间，把 14 万辆燃油出租车、小客车改装成使

用天然气的车辆，将数十万辆柴油驱动的小型巴

士改造为天然气驱动。去年起，潍柴动力接连胜

过多家国际竞争对手，先后中标埃及政府油改气

项目及公交公司招标项目。

据潍柴动力北非区域经理刘辉介绍，目前已

经有 30 辆油改气公交车投入市场，随后将有约

2000 辆陆续交付。“在这次合作中，我们用中国制

造的天然气发动机替换原车的柴油机，不仅低碳

环保，而且能够帮助埃及减少成品油进口，节省外

汇。”据了解，油改气后，每辆公交车每年至少可节

省 100 万埃镑，运维成本约降低 32%。

为了保障车辆在投入使用后能够长期安全运

行，潍柴动力还积极开展技术转移，邀请专家为当

地员工开展培训，帮助他们掌握车辆维修与维护

技术。项目开展至今，已累计培训 500 人次。项

目团队的埃及工程师艾哈迈德·阿里表示，“我在

这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发动机传感器的知识和技

术，这对我的职业发展很有帮助。”

参与公交车油改气项目、签署纯电动客车意

向订单、达成客车当地化生产协议……近年来，中

国企业积极加强绿色交通领域合作，通过推广新

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等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助

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绿色交通。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埃及

新能源业务，进一步发挥中国企业的品牌、产品和

技术优势，为埃及落实“绿色发展”倡议提供重要

动力。

据悉，除潍柴动力公交车油改气项目外，还

有一批纯电动公交车的项目已经签约。自 2019
年起，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陆续向埃及政

府交付电动公交车，并积极推进电动车本地化生

产。 2021 年，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埃及国

有企业部签署关于合作实施新能源汽车项目框

架协议，将中国企业在电动车设计、生产、销售领

域的丰富经验与埃及的本地化需求相结合，促进

埃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埃及贸易与工业部原部长加梅亚表示，推动

汽车油改气、发展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助于推动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贸易与工业合作是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埃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埃投资兴

业，特别是参与埃及绿色合作和本地化生产项目，

推动技术转移，助力埃及绿色转型。”

新能源汽车助力绿色交通
本报记者 沈小晓

“米特奈！快来帮我看看，这台拖拉机动不

了，哪儿出问题了？”在几内亚比绍巴法塔省冈

坡撒稻区，米特奈一接到消息就赶忙骑上摩托

车奔向稻田。在这片村镇，无论哪家哪户的农

业机械出了毛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米特奈。

“这身本事全是中国农技组专家教会的。”

米特奈仔细检查着故障拖拉机，一旁摇曳的稻

穗把他的笑容衬得格外灿烂，“是中国专家帮我

走出了窘境，他们手把手教我农机操作和维修

技术，还两次送我到中国参加培训。”如今，米特

奈开了一家修理厂，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机达

人”。“中国专家的帮扶是持续不断的。”米特奈感

激不已，即使到了现在，无论遇到什么难题，中

国专家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帮他排忧解难。

安东尼奥是冈坡撒水稻生产协会负责人，

平时也担任中国农技组在当地的联络官。这些

年来，他见证了当地农村的变化，更是目睹了中

国专家们的辛勤付出。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周

末还是节日，中国专家总是随叫随到，由于道路

条件所限，常常还要步行十几公里才能抵达。

据第十一期中国援几内亚比绍农技组组

长郑俊杰介绍，中国农技组进驻几内亚比绍

20 多年来，不仅编撰、印刷了中葡双语系列培

训教材，还用现场示范和课堂授课相结合的方

式，培训水稻种植、农机操作和维修技术 2.2 万

余人次，并引进和选育 30 多个水稻品种，无偿

援助化肥和农业机械等，帮助当地极大地提高

了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

近几年，中国专家培育的优良水稻品种在

几内亚比绍的种植面积高达 85%，还远销塞内

加尔、科特迪瓦、几内亚、冈比亚等西非国家。

几内亚比绍农业农村部部长森迪·法蒂表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国家粮食进口遇

到困难，但中国专家的水稻种植技术帮助我们

缓解了粮食安全问题。”几内亚比绍总统恩巴

洛认为，中方长期以来无私支持几内亚比绍农

业等经济社会领域发展，非洲从中国的农村发

展经验中获益良多。

去年雨季，中国农技组在巴法塔、加布、奥

约三省设立的 3 个核心水稻生产示范区，单产

都至少翻了一番。巴法塔省阿巴拉果夫村的

种植户阿果斯朵种植了 1.3 公顷水稻，单产从

2.5 吨大幅提高到 7.6 吨。“这些稻子让我们一

家脱了贫，填饱了肚子，中国专家就是我们的

福星！”阿果斯朵说。

“中国专家改变了过去高耗能的粗放型农

业生产方式，通过普及良种良法帮助我们增产

增收，而且还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这给几

内亚比绍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人才支持。”安东尼奥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赴华

留学，在中国取得了农学硕士学位。现在，他又

把两个孩子送到了中国留学，“希望孩子们好好

学习，学成归来后，像中国农技组一样，为发展

两国友谊、为共建‘一带一路’作贡献！”

普及良种良法增产增收
本报记者 闫韫明

图①：老挝南欧江七级水电站。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图②：6月 29日，中国农技组专家（右二）和几内亚比绍农民一起收割水稻。 梁遂权摄

图③：2021 年 8 月，芬兰埃斯波即将投入运营的比亚迪电动公交车。

马蒂·马蒂凯宁摄（新华社发）

图④：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源源不断地将巴西北部清洁水电输送至东南部用电负荷

中心。

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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