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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矗立在阿拉木图市“冼星海大道”路口的冼星海纪念碑。

本报记者 曲 颂摄

图②：札纳塔斯 100 兆瓦风电项目。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供图

图③：江淮汽车哈萨克斯坦工厂车间。

江淮汽车集团供图

图④：奇姆肯特炼油厂现代化改造二期工程竣工后厂区全景。

奇姆肯特炼油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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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为哈萨克斯坦打开了海

上运输的通道，这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而

言，意味着全新的发展机遇。”哈萨克斯坦首任

总统图书馆副馆长铁木尔·沙伊梅尔格诺夫近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了“看得见的繁荣”。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

问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9
年来，中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双方

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从产能合作到贸易投

资，从互联互通到新兴业态，从文化交流到携手

抗疫，中哈全方位互利合作展现出强大活力和

韧性，人民友好基础越来越牢。

“新石头”有了“新生命”

在 哈 萨 克 斯 坦 南 部 小 城 札 纳 塔 斯 ，40 台

“大风车”挺立在戈壁滩上，伴随着阵阵清风转

动，为当地注入源源不断的清洁动能。这是中

亚已建成的最大风电项目——札纳塔斯 100 兆

瓦风电项目的风电机组。

札纳塔斯在哈萨克语中是“新石头”的意

思，这座城市曾因盛产磷矿石而兴，又一度因矿

产工业衰落而失去活力。据介绍，在哈萨克斯

坦，火力发电在总发电量中占比超过八成，且集

中在煤炭资源富集的北部地区。南部城市电力

消费量约占全国的 70%，由于电力供应不足，不

得不从北部远距离输送。为发展新能源、缓解

南部地区缺电状况，哈方自 2011 年开始推动建

设札纳塔斯风电项目。札纳塔斯风电项目哈方

维索尔投资公司的管理合伙人阿尔马斯·丘金

说：“我们曾和多个合作伙伴接洽过，但最终与

中方合作伙伴——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的合

作取得了成功。”

2018 年 2 月，札纳塔斯风电项目列入中哈

两国产能合作清单；2019 年 7 月，正式开工建

设；2021 年 6 月，全容量并网发电。截至今年 9
月 9 日，项目累计发电 6.09 亿千瓦时，相当于当

地 35 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相比同等容量

的火力发电，风电场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1 万吨。

“几十个‘大风车’就能发电，还没有污染，

这个太酷了！希望你们继续发展绿色能源！”当

地物理老师纳吾鲁孜拜参观了项目现场，由衷

地对札纳塔斯风电管理人员表达了期望。目

前，公司已将约 2000 兆瓦的清洁能源项目列入

新的发展规划，部分新能源大基地也进入洽谈

阶段。“中国的绿色能源不仅点亮了我们国家的

‘ 光 明 之 路 ’，也 点 亮 了 我 们 未 来 的‘ 光 明 之

路’。”当地员工伊利亚斯见证了公司并网投产

和新项目发展，打心底里高兴。

项目建设期间，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500

多个。随着公司进入快速发展期，当地就业岗

位也在稳步增加。公司还为员工量身打造培训

方案，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本领。“公司投入

了很多资源帮助我们学习业务知识，能在这里

工作是我的幸运。”当地员工阿克巴尔因专业技

术学习较为扎实，不久前被聘为公司新发展项

目的安全工程师兼技术主管。

“札纳塔斯是幸运的。这个仅有约 2 万人

的丝路沿线小城，如今赶上新能源发展的浪潮，

居民有了新工作，财政有了新税收，城市也就有

了新生命。”阿尔马斯·丘金说。

札纳塔斯风电项目是中哈务实合作的一个

缩影。中哈率先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形成涵

盖 52 个项目、总金额逾 212 亿美元的项目清单，

已建成的江淮汽车生产线、奇姆肯特炼油厂现

代化改造等大型战略项目，为哈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强大助力。中哈全部 5 对公路口岸、2 对铁

路口岸均已恢复货运正常运行，双方正就增设

铁路口岸事宜保持密切沟通。中哈连云港物流

合作基地为哈产品提供了从太平洋扬帆起航的

出海口。

哈萨克斯坦总理斯迈洛夫表示，中国是哈

重要的经贸伙伴，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对双方具

有战略意义。双方应加大在新能源、交通基础

设施、农业、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挖掘

两国边境铁路、公路口岸过货潜力，以更多的务

实合作充实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资本合作实现“零突破”

日前，哈萨克斯坦自由金融全球公司（以下

简称“自由金融”）获得中国证监会合格境外投

资者资格批复，可在中国境内开展证券期货投

资业务。该公司成为中亚地区首家获此资格的

金融机构。此前，自由金融已与中方合作伙伴

——中国建设银行签署了托管协议，指定建行

为其提供合格境外投资者业务托管服务。

“我们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

充 满 信 心 ，决 定 顺 应 潮 流 ，进 入 中 国 资 本 市

场。”自由金融母公司自由控股公司首席执行

官铁木尔·图尔洛夫对本报记者表示，自由金

融实现中亚地区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

“零突破”，离不开中国合作伙伴的努力。“我们

之间的合作非常顺利，相信一定能实现互利共

赢的目标。”

建行阿斯塔纳分行于 2019 年在阿斯塔纳

国际金融中心注册成立，是首家在该中心设立

一级分行的中资银行。作为与客户谈判、沟通

的骨干，分行资金部当地员工努尔波尔全程参

与了相关工作。他表示，开创性的工作往往都

具有挑战性。双方克服困难，反复沟通，共同解

决了税收、法律、合规、运营等一系列问题。“客

户提出的问题，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复，

更坚定了合作伙伴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决心。”

努尔波尔说。

过 去 几 年 ，努 尔 波 尔 的 成 长 进 步 有 目 共

睹。2019 年刚入职时，他对中国资本市场几乎

一无所知，现在已经能够如数家珍地向当地客

户介绍相关信息。“我的语言优势在谈判过程中

得到充分发挥，在哈中两国金融机构的工作经

历 也 使 我 能 准 确 把 握 双 方 需 求 。”努 尔 波 尔

表示。

近年来，中国一直稳居哈萨克斯坦最主要

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地位。去年，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不利影响，中哈双边贸易额重返 250 亿

美元大关，共同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面

向未来，中哈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金

融、电子商务、绿色能源等领域不断培育新增

长点。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首席执行官叶

尔努尔·雷斯马加别托夫表示，在上合组织框

架下，金融中心将充分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促

进资本市场与金融科技领域的双多边合作，带

动中亚地区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

对外开放。

“心相通”架设“新桥梁”

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城市阿拉木图，有一条

以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命名的街道——冼星海大

道。二战时期，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

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

莫夫帮助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两

位音乐家结下的深情厚谊至今仍被传颂。2019
年，以两位音乐家真挚友谊为题材的首部中哈

合拍电影《音乐家》上映，斩获多项大奖。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中哈人文交流合作

推动双方深耕睦邻友好，延续千年情谊。

在“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框架内，两国众多

一流高校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助力两国青年

增进文化交流与沟通。哈萨克斯坦留华毕业生

协会主席叶列乌西佐娃说：“中国有句古话叫

‘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哈中两国

人民的友好关系。”

“中文热”在哈持续升温。目前，哈萨克斯

坦共有 5 所孔子学院，每年完成汉语培训 3000
人左右。“30 年间，哈国内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

增长了近百倍。”哈萨克斯坦自然科学院院士、

著名汉学家哈菲佐娃告诉记者，中文在中亚各

国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中国也成为

最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哈两国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患难见真情”

的兄弟情谊。在中国抗疫的艰难时刻，哈方第

一时间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在哈萨克斯坦抗

疫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中国毫不犹豫伸出援手，

多批次提供大量抗疫物资，派遣医疗专家组赴

哈协助抗疫，中国疫苗在助力哈抗疫进程中发

挥关键作用。同时，双方计划在医药卫生领域

进 一 步 加 强 合 作 ，携 手 共 建 人 类 卫 生 健 康 共

同体。

今年是中哈建交 30 周年。30 年来，中哈关

系阔步向前，实现了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关

系、再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推进，树

立了独一无二的双边关系定位，打造了相互尊

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

关系。

30 年的交往合作，立在真诚互信，立在平

等互利。着眼后疫情时代，中哈继续做“一带一

路”的先行者，必将推动中哈合作再上一层楼。

（本报努尔苏丹 9月 13日电）

共建“一带一路”先试先行成果丰硕

中哈全方位互利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本报记者 于宏建 周翰博 荣 翌

9 月 的 努 尔 苏 丹 ，天 阔 云

舒，清风拂面。伊希姆河穿城

而过：一侧，老城风貌牵动着历

史遐想；一侧，一座座现代化建

筑拔地而起，诉说着这座城市

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

仿 佛 听 到 了 山 间 回 荡 的 声 声

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

孤烟。”2013 年，也是在金秋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

斯坦期间提出共同建设“丝绸

之 路 经 济 带 ”倡 议 。 同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

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倡议。自此，“一带一

路 ”这 一 植 根 历 史 厚 土 、顺 应

时 代 潮 流 的 重 大 倡 议 落 地 生

根 、开 花 结 果 ，为 沿 线 各 国 带

来巨大机遇和红利，成为当今

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

际合作平台，成为广受欢迎的

国际公共产品。

中哈友好交往始于古丝绸

之路，兴于新世纪“一带一路”，

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面貌。中哈

两 国 建 立 产 能 和 投 资 对 话 机

制，至今已确定 52 个项目，为

哈矿产、能源、工业、商贸、交通

运 输 等 领 域 发 展 提 供 有 力 推

动，哈在许多领域实现“零的突

破”。札纳塔斯风电场、图尔古

孙水电站等项目为中哈产能合

作注入新动力，绿色丝路越走

越宽广。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

基地成为哈摆脱内陆封闭走向

大海的出口。

在 城 市 的 西 南 方 ，一 个 巨 型 玻 璃 球 体 建 筑 颇

为亮眼。 2017 年，以“未来的能源”为主题的阿斯

塔纳专项世博会就在这里举办。当年 6 月 8 日，中

哈两国元首在这里共同出席中哈亚欧跨境运输视

频连线仪式。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中哈跨

境运输合作的不断深化，将为地区发展繁荣贡献

更大力量。

13 日一大早，在努尔苏丹市邮局门外，扎纳特·
纳扎罗夫先生手里捧着《哈萨克斯坦真理报》，正在

阅读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70 多岁的纳扎罗夫

坚持读报多年，对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非常

熟悉。他告诉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人

开始学习中文、选择在中企上班。说到这儿，他笑着

向记者举起手机：“我们家人手一部中国生产的手

机，中国商品非常受欢迎。”

此 次 出 访 哈 萨 克 斯 坦 ，是 习 近 平 主 席 继 2013
年、2015 年、2017 年成功访问后的第四次访问。 9
年来，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民日益相

知 、相 识 、相 近 ，睦 邻 友 好 的 民 间 基 础 更 加 夯 实 。

今年 1 月，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提到一个故事：在陕西支援抗击疫

情的哈萨克斯坦小伙马文轩的一句“我是外国人，但

不是外人”，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努尔苏丹主干道的沿途，中哈两国国旗正迎风

飘扬，不时有当地人用中文主动和记者打招呼。一

句“你好”，传递着温暖笑意，一种“不是外人”的亲切

感油然而生，也让记者对哈萨克斯坦谚语“友谊是永

不枯竭的财富”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哈萨克斯坦“诗圣”阿拜·库南巴耶夫有句名言：

“世界有如海洋，时代有如劲风”。站在中哈关系新

的历史起点上，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为中哈关

系擘画新蓝图、赋予新动能、开拓新气象，开启两国

关系又一个黄金三十年。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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