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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造福洪都拉斯
人民”

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北部，北临加勒比海，

南濒太平洋的丰塞卡湾，同尼加拉瓜和萨尔瓦

多等国接壤，常住人口约 1000 万。洪都拉斯在

西班牙语中意为“深邃”，作为中美洲山地最多

的国家，该国全境 3/4 以上是山地和高原。

记者飞抵洪都拉斯是当地时间下午 2 时，机

场电子指示牌上，来往于世界各地的航班信息

不 断 滚 动 ，显 示 出 洪 都 拉 斯 旅 游 业 的 活 力 。

2022 年，该国接待国际旅客 190 多万人次，比

2021 年增长了 131.4%。快速发展的旅游业是洪

都拉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写照。

从机场乘车约一个半小时，便来到洪都拉

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这座建立于 16 世纪的

城市位于巨大的山谷盆地中，周围群山环抱，层

峦叠嶂。城内地势起伏，道路蜿蜒，商场、民居、

写字楼等各式建筑高低不一，错落有致，从城市

中心向外铺展开去，一眼望不到头。不少民居

依山而建，从山中绿植中露出一角，让人不时眼

前一亮。

特古西加尔巴城内还保留着许多不同历史

时期的建筑。位于市中心的中央公园和圣塞巴

斯蒂安广场是当地居民和游客喜爱的休闲场

所。每天早上八九点钟，老城区渐渐苏醒，中央

公园的广场上，商贩与街头艺术表演者三五成

群，开始一天的工作，引来行人驻足。随着时间

的推移，沿街购物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熙熙攘

攘穿梭在老城区的大街小巷。

走在特古西加尔巴街头，记者不时遇到用

中文和记者打招呼的当地人，他们的笑容和友

善让记者倍感亲切。乘坐出租车时，司机费尔

南多·塞布纳诺了解到记者来自中国，主动和记

者攀谈起来：“欢迎你们来洪都拉斯！我们国家

和中国建交了，这件事家喻户晓，大家都很高

兴！”塞布纳诺说，“最近我经常和家人、朋友聊

起洪中两国建交的事，大家都认为这将更好地

造福洪都拉斯人民！”

“开启了一扇重要的机
遇之门”

在洪都拉斯奥兰乔省首府胡蒂卡尔帕以南

50 公里，巍峨的两山之间，坐落着中国企业承

建的帕图卡Ⅲ期水电站，这是洪都拉斯目前最

大的水电站。

2020 年 12 月，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设计建设的帕图卡Ⅲ期水电站实现并网发

电。水电站投运后，年均发电量达到 3.36 亿千

瓦时，能满足洪都拉斯全国约 6%的用电需求，

为包括特古西加尔巴在内的周边地区提供稳定

电力，极大地方便了当地居民生产生活。

特古西加尔巴居民沃尔特·佩雷斯回忆，以

前，首都周边只有一座水电站。电力紧张时，不

同街区轮流断电，有时断电时间长达 8 小时。

帕图卡Ⅲ期水电站投入使用后，电力紧缺得到

极大缓解。“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断电了。”

佩雷斯说。

水电站项目建设期间，项目招聘了 2000 余

名当地员工，为他们提供系统培训。项目投产

后，有近 100 名当地员工留在了水电站工作，负

责项目的日常运行维护。帕图卡Ⅲ期水电站运

营总经理内尔松·奥尔特加表示，水电站对于保

障洪都拉斯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希

望中国企业参与当地更多项目建设，为洪都拉

斯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洪都拉斯总统府事务部部长鲁道夫·帕斯

托尔表示，洪中建交为该国发展“开启了一扇重

要的机遇之门”。他期待两国在道路、水电、医

疗、公立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

走在特古西加尔巴老城区，几乎每隔一条街

道就能看到一家中国店铺，中餐馆、中国超市、中

国商店……佩雷斯指着街边不时出现的中国店

铺对记者说，“我和家人、朋友们都很喜欢在中国

商店买东西，从家电、衣服到日用品，中国商品质

量好、价格公道，满足了我们的生活需求。”

中国驻洪都拉斯使馆建馆小组组长于波表

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中洪两国

将实现共同发展，相互增进认识了解，深化交流

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期待中国消费者能喝
上我种的咖啡”

作为传统农业国，洪都拉斯每年出口大量

咖啡、香蕉、棕榈油、烟草等农产品。其中，咖啡

是该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由于洪都拉斯

地理和气候条件优越，当地咖啡质量上乘，产量

位列中美洲第一、拉美第三、世界第七。

5 月，东朵尔咖啡庄园进入咖啡豆收获的

最后时节。庄园坐落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

中，面积约 47 公顷。走进庄园，晾晒架上铺满

了刚收获的咖啡豆，圆润饱满，在阳光下泛着

光泽。

庄园主人鲁本·里维拉介绍，庄园所在的

马 尔 卡 拉 地 区 是 洪 都 拉 斯 最 优 质 的 咖 啡 产

地。海拔 1650 米的环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

种植过程中采用有机种植、自然堆肥，全部人

工采摘甄选，以保证咖啡品质。“洪中建交为

洪 都 拉 斯 咖 啡 进 入 中 国 市 场 提 供 了 巨 大 机

遇，期待中国消费者能喝上我种的咖啡。”里

维拉说。

洪都拉斯咖啡研究所市场总监卡拉·玛利

亚·卡丽多尼奥说，洪都拉斯全国有超过 12 万

户家庭从事咖啡种植业，该行业创造就业岗位

100 多万个。每年，咖啡生产为该国带来高达

15 亿美元的收益，占农业生产总值的 35%、国内

生产总值的 5%。“目前，向亚洲出口的咖啡豆占

出口总量的比重不到 10%。随着洪中两国建

交，咖啡出口的前景非常值得期待。”卡丽多尼

奥说。

营销人员莉莉安娜·桑切斯·伊格莱西亚斯

曾多次到访中国。她表示，中国消费者近些年

对咖啡的偏好日益增高，“目前巴西、哥伦比亚

和越南的咖啡在中国知名度很高。洪都拉斯的

咖啡品质也很好，希望能有更多洪都拉斯优质

咖啡走进中国市场。”

据 中 国 海 关 统 计 ，2022 年 中 洪 贸 易 额 为

15.89 亿 美 元 。 两 国 建 交 将 极 大 推 动 双 方 贸

易合作。“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

发 展 成 果 显 著 。 洪 中 两 国 建 交 后 ，未 来 在 经

贸 领 域 的 合 作 ，将 为 洪 都 拉 斯 开 创 巨 大 的 发

展机遇。”洪都拉斯海关署执行署长福斯托·
卡利什说。

洪都拉斯外长爱德华多·恩里克·雷纳表

示，洪中关系发展充满机遇，希望在恰当时机促

成 洪 都 拉 斯 商 业 代 表 团 访 华 ，加 深 彼 此 间 了

解。期待洪都拉斯与中国深化在投资、贸易、卫

生、教育、金融、基础设施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惠及两国人民。

“我随时准备接待来访
的中国游客”

洪都拉斯是玛雅文明的孕育地之一。位于

该国西北部的科潘玛雅古城遗址占地约 15 公

顷，被认为是玛雅文明中最古老、最宏大的古城

遗址之一，1980 年入选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有玛雅金字塔、广场、寺庙等建筑，以及众

多雕塑、石碑等古迹，被誉为“玛雅世界的雅

典”，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吸引着各国的考古

学家前来探寻玛雅文明。

2015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

作者深入科潘遗址，与当地考古学家一同对科

潘 古 城 中 一 处 贵 族 院 落 遗 址 展 开 发 掘 工 作 。

2015—2019 年间，中国考古学家每年都会来科

潘遗址工作几个月。借助中方的新型全站仪测

绘、电脑生成三维模型等技术手段，中洪联合考

古队在这处遗址先后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玉器、

彩陶和雕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玛雅文

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项目

洪方负责人豪尔赫·拉莫斯表示，来自不同国家

的学者在合作中交流经验，有助于在考古领域

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目前，洪都拉斯大学还没有开设人类学课

程，我们期待向中国专家学习更多先进的考古

技术，丰富学科设置。”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

研究所西部地区代表萨尔瓦多·马丁内斯说，洪

都拉斯与中国关系开启新篇章，将增进两国人

民对彼此的了解，深化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在更

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合作。

参观玛雅遗址、了解土著文化、游览热带

丛林、感受海岛风光……洪都拉斯的历史文化

和生态旅游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从事旅

游 业 20 多 年 的 阿 曼 多·维 达 尔 说 ，洪 中 两 国

建 交 将 吸 引 更 多 中 国 游 客 到 洪 都 拉 斯 旅 游 ，

增加当地收入，“我随时准备接待来访的中国

游客。”

洪都拉斯文化部部长安娜雷亚·贝莱斯表

示，洪都拉斯有许多迷人的景点，欢迎中国朋友

来洪都拉斯感受加勒比海的美好风光、了解古

老的玛雅文明和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将两国

人文交流和文化合作推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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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 日，中国同洪都拉斯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

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

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建交无疑

将为洪都拉斯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和文化发

展潜力提供机遇。

尽管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有限，洪都拉斯

却拥有很多地区发展优势。洪都拉斯地处中

美洲，拥有临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海岸线，具

备建设大型海港的条件；从洪都拉斯飞往西半

球众多目的地的飞行时长不超过 3 小时，具备

建设大型国际机场的优势；在发展铁路运输以

促进区域内国际贸易等方面，洪都拉斯也颇具

潜力。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

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洪都拉斯希望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本国与地区的发展

繁荣。

当前，洪都拉斯正在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

发展道路。在这一方面，洪都拉斯可以向中国

学习。中国人口规模巨大，通过多年的发展，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

就。洪都拉斯希望借鉴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是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这

不仅因为中国自身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还因

为中国始终心系全人类共同福祉。中国为推动

各国和平共处、加强国际合作、增进世界人民福

祉所付出的努力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中国在

乌克兰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推动沙特阿拉伯

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为推动政治解决也门问

题付出努力……中国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相信，洪中建交将帮助洪

都拉斯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为洪都拉斯走向

更广阔国际舞台带来机遇。我们也希望和中国

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

洪中关系开启新篇章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不

限于政治经济领域，也存在于文化、教育等诸多

领域。加强文化交流有助于两国人民增进彼此

了解。洪都拉斯人民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

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国人民也

可以更多地体验洪都拉斯的风土人情。我们期

待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到访洪都拉斯，感受当地

极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作者为洪都拉斯战略规划部部长）

增进了解

携手同行
里卡多·萨尔加多

3 月 26 日，中国同洪都拉
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
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
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公报签署
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
外交关系。随着两国关系掀开
崭新一页，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将不断深化。本报记者近日走
进洪都拉斯，感受当地风土人
情，倾听各界人士对两国交流合
作的期待和展望。

图①：洪 都 拉 斯 帕 图 卡Ⅲ期 水 电 站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朱雨博摄

图②：特古西加尔巴街头小商铺店主

在招徕顾客。 本报记者 谢佳宁摄

图③：鲁本·里维拉向记者展示晾晒中

的咖啡豆。 本报记者 彭 敏摄

图④：洪都拉斯科马亚瓜市街景。

本报记者 谢佳宁摄

图⑤：远眺特古西加尔巴。

本报记者 彭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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