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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第一现场

“贝尔格莱德变得更宽

敞便利、更现代化了”

上午 7 时，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绕城公路

开始逐渐忙碌起来。络绎不绝的大货车和私家

车在宽敞的柏油路上快速穿梭，展现出这座城

市欣欣向荣的活力。穿越公路立交桥时，桥体

侧面“中国电建”的标识清晰可见。

长期以来，贝尔格莱德缺少绕城公路，沟通

欧洲南北的核心骨干通道——泛欧 10 号走廊

只能借道城区，这使得大量重型货车要穿行市

中心，不仅造成交通严重拥堵，还带来了空气和

噪声污染等问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建设贝

尔格莱德绕城公路就已被纳入国家规划，但由

于种种原因，始终进展缓慢。

2016 年，在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会晤期间，中国电建集团与塞方签署贝尔格

莱德绕城公路项目合同。该项目全长 20.34 公

里，涵盖 4 条隧道、22 座桥梁和 2 组大型立交桥，

是泛欧 10 号走廊的重要支线。项目副总工程

师拉迪克·约维卡介绍，由于该项目此前在 2013
年已完成设计，当建设团队投入项目施工时，实

际情况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为了达到最好的

建设效果，中方团队一次次开展“头脑风暴”，与

塞方多次沟通探讨改进措施，在得到认可后迅

速付诸实施。“和中国朋友一起工作给我带来的

最大感触是，面对任何困难都不要轻言放弃。”

约维卡由衷地说。

在这样锲而不舍、认真高效的努力下，项目

于今年 6 月底提前建成通车。塞尔维亚总统武

契奇对通车表示祝贺，对中国电建所做的工作

给予高度肯定，并对中国的支持表达谢意。武

契奇表示，经过近 5 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

贝尔格莱德绕城公路通车这个延续三十余载的

梦想。

过去 4 个多月里，依靠绕城公路引导分流，

贝尔格莱德市区交通压力得到极大缓解，市内

拥堵状况减轻了约 30%。同时，泛欧 10 号走廊

的通行能力和效率也大大提升，为塞尔维亚更

好 融 入 地 区 互 联 互 通 带 来 更 多 便 利 。 据 了

解 ，很 多 从 土 耳 其 去 德 国 的 货 车 之 前 会 绕 道

邻 国 ，现 在 则 更 多 选 择 贝 尔 格 莱 德 绕 城 公 路

通行。

“如今出行便利多了！还记得过去进城上

班，我们没有别的路可选，只能穿行拥堵的城区

道路。”伊莲娜的律师事务所在贝尔格莱德老城

中心附近，在绕城公路通车前，她每天出门都要

做好堵车的心理准备。贝尔格莱德绕城公路通

车 后 ，从 城 郊 去 市 中 心 上 班 的 人 有 了 更 多 选

择。伊莲娜原来每天通勤单程要驾车 1 小时左

右，如今则压缩到了 15 至 20 分钟。“就连从国外

回来探亲的朋友也对我说，贝尔格莱德变得更

宽敞便利、更现代化了。”伊莲娜感慨道，“我在

这座城市出生、长大，从小就听说首都要建设一

条绕城公路，如今眼见道路通车成为现实，我内

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希望能与中国伙伴一

起建设更多的桥梁”

波光粼粼的多瑙河畔，塞尔维亚东部城市

戈卢巴茨的古老城堡和国家森林公园在阳光照

耀下熠熠生辉，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到来。

然而，令当地市民苦恼的是，道路基础设施老旧

严重制约着游客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目前，

中国企业正在建设的“多瑙走廊”将帮助戈卢巴

茨突破瓶颈，走上发展快车道。

在多瑙河支流大摩拉瓦河边，中塞工人正

在合作建设整个项目中难度最大的桥梁。塞方

分包商阿列克西奇已经与中国企业合作多年，

对中国建设速度和质量赞赏有加：“在此前的项

目中，我们均按时保质完成了建设，与中国朋友

一起工作非常愉快。这是我们在‘多瑙走廊’中

修建的第六座桥，之后还要建 6 座，希望能与中

国伙伴一起建设更多的桥梁。”

“多瑙走廊”项目是中塞基础设施领域合

作的又一成果，由中国山东高速集团承建，于

2021 年 11 月正式动工。项目连接塞东部城市

波扎雷瓦茨和戈卢巴茨，全长约 68 公里，双向

四车道，设计时速 100 公里，沿线涉及 50 多座

桥梁和 20 多座环岛。作为塞尔维亚东部交通

网络的一部分，“多瑙走廊”建成后将使塞东部

与国内主要城市相连接，有助于东部城市吸引

更多投资和游客。

“多瑙走廊”项目部近 200 名员工中，塞方

员工占到 3/4 以上，今年刚研究生毕业的助理工

程师梅拉尼娅就是其中一员。她对记者说：“我

学习的专业是给排水工程，在大型工程工作不

仅专业对口，对于我自己开阔眼界和未来职业

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大

家都很友善，教会我很多知识，我甚至都会说一

点中文了！”

正在项目部工作的塞方质量工程师达拉是

一名经验丰富的道路专家，她告诉记者，“多瑙

走廊”终点连接欧盟成员国，是欧洲 E75 公路

的重要支线工程，“我曾在许多外资公司监理

道路工程，我认为中国建设者的工作不仅完全

符合欧盟标准，而且效率更高。我相信我们将

按期完成所有项目进度，为各项产业发展带来

新机遇。”

“进一步将塞尔维亚打

造成现代化国家”

贝尔格莱德城西的一大片空地上，在中塞

工程人员指挥下，推土机、渣土车往来穿梭，地

铁场平项目已经初具规模……

作为贝尔格莱德地铁项目的先导工程，由

中国电建水电七局承建的贝尔格莱德地铁场

平项目于 2021 年正式开工。“它是塞尔维亚的

伟 大 梦 想 ，期 待 早 日 建 成 这 条 最 现 代 化 的 地

铁，进一步将塞尔维亚打造成现代化国家。”武

契奇两次亲临现场，并在个人社交媒体点赞塞

中基建合作“为当地人带来更高效、便捷的交

通方式”。

作为欧洲最大的基建项目之一，贝尔格莱

德地铁建成后不仅会有效改善首都地区交通条

件，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速进入立体交通时

代，还将带动地铁沿线经济，促进绿色低碳交通

发展，创造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搭建

起深化中塞两国友谊的桥梁。

根据“塞尔维亚 2025 投资计划”，塞尔维亚

政府计划在 2020 年至 2025 年间投资 140 亿欧

元用于重大项目开发和改善民生，对公路、铁

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50 亿欧元。随着中塞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两国基建务实合

作脚步加速。中方深度参与塞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近几年中企接连中标塞重要基建项目。

此外，在数字基建领域，塞方已同华为等中国

科技企业在宽带网络、智慧城市建设、铁路无

线通信系统等方面达成合作，加速塞尔维亚数

字化转型。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显示，2022
年塞尔维亚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为 111，在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二十三位，较上

年 提 升 7 位 ；发 展 热 度 得 分 103，排 名 第 三 十

位，是发展热度上升最快的国家。塞尔维亚国

民议会议长弗拉迪米尔·奥尔利奇表示，得益

于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塞 中 基 建 合 作 已 开 花 结

果，极大促进了塞尔维亚的发展。“中国帮助塞

尔维亚取得了经济进步，为我们创造了新的就

业机会。期待塞中继续加强合作，并取得更大

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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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报记者赴塞尔维亚

探访贝尔格莱德绕城公路、“多

瑙走廊”等项目，感受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中塞务实

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2015 年，中国和塞尔维亚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

忘录，两国合作进入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中企积极参与在塞重要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促进塞尔维

亚与周边地区加强互联互通，助

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图①：中企承建的塞尔维亚萨

瓦河特大桥项目。

李 杰摄

图②：中企承建的贝尔格莱德

绕城公路项目。

本报记者 刘仲华摄

图③：匈塞铁路外方员工正在

交流。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图④：在多瑙河支流大摩拉瓦

河边，中塞合作建设的“多瑙走廊”

项目中难度最大的桥梁，目前已经

初具雏形。

本报记者 刘仲华摄

图⑤：中 企 承 建 的 塞 尔 维 亚

E763 高速公路全长约 300 公里，是

塞尔维亚连接黑山出海口的重要通

道，也是连接巴尔干地区与周边国

家的运输大动脉。

王 韡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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