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2022年 9月 15日 星期四 55

本版责编：王 芳 王 慧 韩秉宸 宋亦然

版式设计：蔡华伟

■记者手记R

擘画新时代中乌关系蓝图擘画新时代中乌关系蓝图

图①：2022 年 9 月 14 日，撒马尔罕中

央大道街心公园举行“上合之窗”文化展览

活动。

本报记者 隋 鑫摄

图②：2021 年 9 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制

药企业祖拉贝克实验室有限公司，中国新

冠重组蛋白疫苗正式投产。

扎法尔摄（新华社发）

图③：2022 年 8 月 14 日，第六届丝绸之

路国际博览会主宾国乌兹别克斯坦展区。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图④：2021 年 6 月 8 日，长三角地区首

趟茶叶专列从浙江义乌启程前往乌兹别克

斯坦塔什干。

龚献明摄（人民视觉）

走 进 撒 马 尔 罕 市 中 心 的 公

园 ，迎 面 可 见“ 热 烈 欢 迎 习 近 平

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乌

双语标牌。高高挂起的红灯笼，

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撒马

尔罕，这座古丝路上最古老的城

市之一，正装点一新，迎接客人。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

文明古国，伟大的丝绸之路见证

了 两 国 人 民 两 千 多 年 的 友 好 交

往。”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

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生动讲述

中乌友好交往。张骞、玄奘、陈诚

和赛典赤·赡思丁、伍儒的故事在

两国民间广为传颂。乌兹别克斯

坦朋友告诉记者，他们从小就知

道，丝绸之路是乌中人民共有的

记忆，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两千

多年的友好交往和建交 30 年的

互利合作，让中乌双边关系历久

弥坚。

回眸千年历史，瞩望美好未

来。 9 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乌兹别克斯

坦 是 最 早 支 持 和 参 与 的 国 家 之

一。9 年来，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有

序 推 进 ，古 老 丝 路 续 写 新 的 传

奇。2016 年 6 月，正在乌兹别克

斯坦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出席“安

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通车视频

连线活动。这条由中国企业承建

的中亚第一长隧道自开通以来，

为当地民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

的便利，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

标志性工程。“我们从家乡到首都，再也不用绕道邻

国了”“交通方便，物价也下降了不少呢”……火车上

的当地乘客兴奋地对记者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

道 4 条管线全部过境乌兹别克斯坦，不仅让成千上

万的家庭用上了清洁稳定的能源，也给当地创造了

大量就业岗位。

合力绘就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共同实现高质

量发展。经过乌境内、畅通中亚地区的跨国公路、铁

路项目不断推进，乌兹别克斯坦正从“陆锁国”转变

成“陆联国”。近年来，中方为乌方培养了 6500 多名

各行业专业人才，他们积极投身乌兹别克斯坦改革

发展各项事业。在乌中国企业超过 2000 家，为当地

提供了急需的优质产能和工作机会。从疫情困难时

期的互相驰援，到中国疫苗成为乌抗疫主力军并实

现联合生产，从加强安全合作共筑安全屏障，到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彼此交心、相

互帮扶，是“真朋友”。

中亚古谚说：“我愿出一袋黄金，只求看一眼希

瓦。”目前，中方参与的希瓦古城历史古迹保护修复

项目已经圆满竣工，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正以更加绚

烂夺目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中乌联合进行的其

他多项考古活动发掘了不少古城遗迹和珍贵文物，

为中国与中亚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提供了更加

丰富的实物佐证。

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交越深。孔子学院在塔

什干、撒马尔罕落地生根，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了大

批汉语人才，成为中乌友好的使者。在两所孔子学

院，许多年轻脸庞用流利的中文告诉记者，他们要为

两国的民心相通作出自己的贡献。

乌兹别克斯坦谚语云：“只有结满果实的大树才

会引人注意。”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

共赢，中乌各领域合作取得的实实在在成果，正让中

乌关系的大树愈加枝繁叶茂。今年是中乌建交 30
周年，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两国正朝着构建

中乌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目标共同努力。我们对中

乌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也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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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方成为彼此交心的好

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文明对话的好榜样、

相互帮扶的好兄弟。一批共建“一带一路”重大

项目有序推进，地方、智库、媒体、艺术、考古等

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入，有力增进了两国人民福

祉，有效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中乌关系的大

树愈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陆锁国”成“陆联国”——
“得益于中国技术，乌兹别

克斯坦铁路系统驶入快车道”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和地缘中心，同

时也是中亚腹地的“陆锁国”。长期以来，运输

通道不畅、互联互通水平较低是该国经济发展

的一大瓶颈。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加强本国

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对接，一批重点合

作工程相继建成，乌兹别克斯坦正从“陆锁国”

转变成“陆联国”。

7 月 28 日，满载 204 吨布料、棉纱等货物的

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乌鲁木齐国

际陆港区驶出。这些货物以铁路运输抵达新

疆喀什火车站后，经公路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

境，最终运抵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和吉尔

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班列全程采用集装

箱“铁路—公路”国际多式联运方式，运输时效

大幅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商贸往来多

了一条更加方便快捷的通道。

公铁联运的提速得益于中吉乌公路的建

成 运 行 。 该 公 路 全 长 950 多 公 里 ，2018 年 开

通 后 ，从 新 疆 喀 什 到 塔 什 干 的 通 行 时 间 不 到

两天，比此前经由吉尔吉斯斯坦中转节约了 6
至 10 天 。 乌 官 方 测 算 ，中 吉 乌 公 路 的 开 通 ，

使每吨货物运费减少 300—500 美元，一年运

费支出就可节约 250 万美元左右。众多商家

看 好 这 条 通 道 带 来 的 财 富 和 商 机 。 去 年 底 ，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国甘肃海外仓揭牌成

立 ，双 方 成 功 实 现 互 设 海 外 仓 。 乌 兹 别 克 斯

坦的棉纱、果蔬、干果等货物可快捷进入中国

大市场。

“900 天奋战成就 900 秒奇迹。”中国中铁隧

道局集团承建的中亚第一长隧道“安格连—帕

普 ”铁 路 隧 道 是 乌 境 内 又 一 互 联 互 通 重 点 项

目。这条铁路隧道穿越大山阻隔，打破多项纪

录 ，19.2 公 里 长 的 隧 道 只 需 900 秒 就 可 通 过 。

当 地 百 姓 出 行 ，再 也 无 需 翻 山 越 岭 或 绕 行 他

国了。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电气化改革

项目部主任纳夫鲁兹·埃尔基诺夫在首发列车

上体验了穿越隧道的全过程，至今仍对项目通

车时的盛况记忆犹新：“安全、可靠、舒适是‘安

格连—帕普’铁路隧道的代名词。得益于中国

技术，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系统驶入快车道。”埃

尔基诺夫表示，中吉乌铁路项目前期工作进展

积 极 ，这 条 隧 道 将 是 乌 境 内 的 关 键 控 制 性 工

程 ，期 待 乌 中 在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方 面 开 展 更 多

合作。

水电站改造升级——
“共建‘一带一路’为各国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乌兹别克斯坦水电站修复项目有力推动

了乌中两国水电领域合作，该领域已成为双边

合作的又一亮点。”乌兹别克斯坦—24 电视台

在黄金时段节目中，详细报道了中国企业改造

升级乌 3 座老旧水电站的故事。

乌兹别克斯坦水电站修复项目由中国电力

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国电建”）承建，项目覆

盖下博兹苏伊 14 号水电站、塔什干 9 号水电站

和沙赫里汉 2 号水电站。这 3 座水电站建于上

世纪 40 年代，此前均已超期服役，严重老化。

2021 年 6 月，项目改造完工、投入运营后，5 台机

组并网发电实现有序运转，发电功率提高 1 倍

以上，发电量提高 2 倍有余，对缓解首都塔什干

和 安 集 延 周 边 地 区 的 供 电 压 力 发 挥 了 积 极

作用。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电建坚持属地化

运营，当地雇员比例超过 70%。公司还通过召

开研讨会、实地交流等方式，积极为当地培养高

层次水力、电力等能源专业人才，为乌高校学生

提供赴华留学机会和奖学金名额。

乌方员工努林博耶夫·奥塔别克 2019 年 8
月进入项目工作至今。他表示，项目让他掌握

了先进的水电技术，希望今后能继续参与中国

企业的项目建设，服务家乡人民。

乌兹别克斯坦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但

长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 85%以上的电力来源

于煤炭和燃气。近年来，乌政府大力鼓励发展

新能源项目。中国电建除承建水电站修复项目

外，也在投资建设一个 500 兆瓦的风电项目。

中国电建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处负责人刘畅表

示，“共建‘一带一路’为各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带来更多机遇，我们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助力

相关领域合作。”

新能源、农业、金融、现代通信等领域合作

正在成为中乌经济合作的新亮点。在乌兹别克

斯坦的中资企业超过 2000 家，鹏盛工业园、安

集延产业园、明源丝路玻璃厂等一大批项目开

花结果，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乌兹别克斯坦

费尔干纳国立大学教授穆塔利普·哈桑诺夫表

示：“乌中是共同发展道路上的可靠伙伴。”

古城焕发新生机——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展出

深厚的友谊”

乌兹别克斯坦曾是东西方交通贸易要地，

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等古城更是古丝绸之路

上的“明珠”，吸引着众多游客。其中，被誉为

“建筑博物馆”的希瓦古城曾因年久失修，一度

失去昔日的辉煌。

2013 年，乌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文物保护

合作援助申请，得到中方积极回应。2014 年，

中乌双方决定在希瓦选择两处古迹进行保护修

复。2017 年 4 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专

业技术团队正式启动古城修复工作，项目范围

覆盖整个北门区域，主要包括阿米尔·图拉经学

院、哈桑·穆拉德库什别吉清真寺主体保护工程

及环境整治工程等。

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解古建筑独特的历

史文化背景，中方团队邀请当地文物保护专家

做顾问；为寻找与古建筑一致的传统老砖，工作

人员挨家挨户收购古城旧砖；为恢复古建筑曾

经的精美内饰，中方团队请当地老匠人手绘瓷

砖釉面再烧制成型……“一开始我十分不理解，

中国文物修复团队为什么不用更结实耐用的新

材料，偏偏坚持用传统材料和工艺。后来我慢

慢明白，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坚持原材料、原形

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四原’原则，是在最大限

度地保留历史信息。”参加修复工作的阿里谢

说，如今他已掌握了在乌慢慢失传的传统砖砌

工艺，项目结束后，他将继续投身到当地民族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由于修复项目位于居民生活区，中方项目

组综合考虑希瓦古城旅游发展和居民生活，兼

顾当地居民宗教活动和社区文化活动的需要，

在生活区进行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道路和广场铺设、景观环境设计以及照明等。

看到中方专家为希瓦古城修复付出的巨大努

力，当地老居民阿卜杜拉·玉素甫心存感激，“中

国专家的到来，让古城老建筑焕发生机”。逢年

过节，他都惦记着邀请专家到家里做客，用抓饭

等当地美食款待中国客人。

“文化遗产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宝贵财富，

一砖一石都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保护好文化

遗 产 并 传 递 给 子 孙 后 代 是 当 地 人 的 责 任 。”

2020 年 3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沿着中方援助整治后的道路视察阿米尔·图拉

经学院，高度评价中方修复工作，提议在希瓦

设立一所专门的古迹修复学校，推广中国的古

迹修复经验，培养古迹修复人才。

希瓦古城有数百户居民，很多人参与了修

复工作。古城修复后，当地的旅游生意越来越

好。“丝绸之路将乌中两个文明古国联系起来，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展出深厚的友谊。”时任希

瓦市市长朱马尼亚佐夫高度赞赏中方工作，希

望以希瓦古城修复项目为开端，开启乌中文化

交流与合作更美好的未来。

面向未来，中乌双方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同“新乌兹别克斯坦”战略对接，

加快遴选和落实一批合作大项目，持续深化互

联互通、减贫扶贫、医疗卫生合作，让中乌互利

合作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本报记者张朋辉、谢亚宏、肖新新、隋鑫、

荣翌、李强）

有序推进重大项目 有效促进民心相通

中乌各领域合作取得实实在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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