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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1212 月月 55 日上午日上午，，中越国际班列中越国际班列

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孟祥麟孟祥麟摄摄

图图②②：：龙江工业园内龙江工业园内，，方正电机方正电机（（越南越南））有限有限

责任公司车间里的当地员工正在工作责任公司车间里的当地员工正在工作。。

黎国忠黎国忠摄摄

图图③③：：1111 月月 66 日日，，参观者在第六届进博会国家展越南展参观者在第六届进博会国家展越南展

台挑选商品台挑选商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梦娇李梦娇摄摄

图图④④：：河内轻轨河内轻轨 22 号号线列车驶入站台线列车驶入站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一一摄摄

底图底图：：越南嘉莱风电项目远景越南嘉莱风电项目远景。。 林伶利林伶利摄摄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想相同，命运与

共。近年来，中越双方充分发挥地缘相近、产业互补优

势，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战略

对接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更多惠及两国人民。

国际班列——
畅通经贸投资往来

12 月 5 日上午 10 时许，伴随着阵阵汽笛声，经过

2700 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一列满载越南木薯淀粉等产

品的国际货运班列缓缓驶入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

本趟班列搭载了 35 个集装箱约 800 吨越南货物，

11 月 30 日从越南河内东英站启程，经广西凭祥口岸入

境中国，最终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随后，这批货物将

有序分拨至京津冀地区及全国市场。

“石家庄—河内之间的中越国际班列为两国经贸

往来提供了便捷高效的通道。”越南铁路运输与贸易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阮黄青介绍，以往越南的商品经

海运到达京津冀地区至少需要 15 天时间，如今有了

这条班列线路，货物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运输效能大

幅提升。

今年 7 月 24 日，首趟石家庄—河内之间的班列开

行，迄今已累计运输货物超过 1.8 万吨。河北陆港集团

董事长刘瑞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石家庄—河

内之间的班列拉近了两座城市的距离，也给两国民众

带来更多实惠。”

石家庄—河内之间的班列是中越国际班列的重

要组成部分。 2017 年，首趟中越国际班列经广西凭

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6 年来，仅广西开出的中

越 国 际 班 列 就 超 过 1000 列 ，累 计 运 送 进 出 口 货 物

59.54 万吨，搭建起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贸易往来的“快

车道”。

中越国际班列开辟了中越物流运输新通道，大幅

缩短了货物运输时间。一名多次通过中越国际班列运

送农产品等商品的越南经销商表示，中越国际班列为

越南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也为

越南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中越国际班列构建起中越铁路货运进出口双向

通道，让越南及东盟优质产品与中国消费市场充分对

接，加强了双边贸易往来，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必将进一步推动中越经贸往来，为两国产业资源互利

互惠，实现资源互补创造更广阔的空间。”石家庄国际

陆港总经理刘金朋表示。

“期待越中两国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提升边境口岸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能力，持续提高两国和地区间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惠及两国民众。”

阮黄青说。

风电项目——
推动能源转型发展

在越南中南部嘉莱省公则若县县城以西，数十座

巨型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徐徐转动，为当地生产生活供

应源源不断的电力。

这是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设计施工的嘉莱风

电项目，由两个风电场组成，目前已完成全部 64
台风机吊装，具备并网发电能力，已部分投产

发电。据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

理林伶利介绍，该项目选用国际先进

的大容量、高塔筒陆上风电机组，

发 电 量 大、占 地 更 少 。 与 同

等规模燃煤电厂相比，项

目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9.7 万吨，减排效果显

著。林伶利表示，期待中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在绿色

能源领域的合作。

精通中越双语的越南籍员工阿贵，2021 年担任嘉

莱项目行政副经理兼翻译。“这个风电项目对我们国家

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为能成为项目的一员而感到骄

傲！”阿贵说。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一批中国企业来越

助力当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推动能源转型发展。

嘉莱风电项目、德农风电项目、正胜风电项目……一座

座风能电站为缓解当地电力短缺提供了中国方案，让

不少越南家庭用上了“绿电”。

“中国的‘双碳’目标和越南的净零排放承诺为双

方在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方面深化合作创造了有利条

件。”越南国家大学河内自然科学大学先进材料、绿色

发展实验室博士河明玉表示，通过共同努力，两国将在

绿色科技领域实现更深层次协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贡献更多力量。

工业园区——
带动就业改善民生

龙江工业园位于越南南部前江省，距胡志明市新

山一国际机场 50 公里，距西贡港集装箱码头 50 公里，

区位优势明显。园区内，各类运输车辆往来穿行，一派

繁忙景象。

龙江工业园是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综合性工业

园区，是中国商务部认定的首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

区之一。工业园入园企业的产业规划主要集中在纺织

轻工、机械电子、建材化工 3 个领域。自 2007 年成立以

来，工业园的发展得到了中越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为

中越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截至

目前，园区项目开发面积超过 85%，共引入包括 41 家

中资企业在内的 53 家企业入园投资，其中 48 家入园企

业已正式投产。统计显示，园区工业产值占前江省年

工业产值的比重超过 35%，在前江省进出口额中的占

比超过 45%。

龙江工业园的投入运营为前江省和周边省份提供

超 过 3 万 个 就 业 岗 位 ，极 大 地 改 善 了 当 地 民 众 的 生

活。27 岁的阿贞是园区入驻企业的一名职工，大学一

毕业就来到园区工作。出于工作需要，她自学了中文，

同记者交流时已能用中文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我

已经在这里工作 5 年了，现在的收入很稳定。”阿贞说，

她刚换了一辆新摩托车和一部新手机，还用攒下的钱

帮家里翻新了房子，“我很自豪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家人生活得更好！”

36 岁的阿俊是园区内一家企业的安全事务主管，

已在公司工作多年。“除了生活有了改善，我的业务水

平和工作能力也有了提升。在园区的工作让我获得了

宝贵的工作经验，对未来更有信心。我希望能在公司

长期发展，身边不少朋友也和我有同样的想法。”阿

俊说。

龙江工业园副总经理唐震宇表示，扩大就业是改

善当地民众生活的最直接、最可持续的方式之一，“我

们将加大力度吸引各领域优秀企业入驻园区，为越南

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选择，让他们成为当地经济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

据介绍，今年 5 月，龙江工业园曾为前来参观学

习的越南前江大学学生提供就业咨询服务，欢迎他

们毕业后来工业园施展才华，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

贡献。

龙江工业园总经理余索表示，中越两国在龙江工

业园项目合作中取得的经验，为在越南其他地区和境

外设立经贸合作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相信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从

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交流合作，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

更强劲动力。“龙江工业园将致力于深化中越经贸投资

合作，不辜负两国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以实际行

动为两国经济携手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余索说。

轻轨列车——
助力民众便捷出行

12 月 7 日清晨，记者从始发站登上了河内轻轨 2
号线列车，车厢里有很多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学生。他

们说，搭乘轻轨比坐摩托车安全，也不会堵车，比坐公

交车快，不用担心上课迟到了。

河内轻轨 2 号线是越南首条城市轻轨项目，由中

国中铁六局总承包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

“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于 2011 年

10 月开工建设，投资总额 8.68 亿美元。中铁六局国

际事业部越南项目管理中心总工程师王忠友介绍，

该项目是河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的一条交通主干

线，项目全线长约 13 公里，设有 12 座车站。该线路开

通后对缓解河内市区交通压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列车行驶到安义站，一位年轻的母亲领着两个孩

子走进车厢。小朋友透过车窗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

道，脸上充满惊喜与好奇。在交谈中得知，妈妈叫阮氏

鸾，是一名普通的河内市民，平时经常搭乘轻轨到市区

上班，但孩子们还没有坐过轻轨列车，今天是特地带他

们前来体验。“第一次乘坐轻轨，很快很舒服，真让人高

兴。这种感觉太棒了！”阮氏鸾的儿子陈日光说。

车厢里，还有不少从外地来河内旅游的越南民

众。作为河内的一处新地标，轻轨吸引了众多年轻人

和游客到此“打卡”，很多人专门购买轻轨车票，来体验

这种便捷的出行方式。“轻轨的开通，给我们带来了绿

色出行的新风尚。”阮氏鸾说。

据河内地铁公司统计，自 2021 年 11 月开通运营至

今，河内轻轨 2 号线已累计载客近 2000 万人次。河内

地铁公司总经理武鸿长介绍，今年 9 月 2 日越南国庆日

当天，轻轨列车运送乘客近 5.6 万人次，创下了开通运

营以来的新纪录。

中国企业在进行项目建设的同时，还帮助当地培

养了首批轻轨驾驶、运营、维修等轨道交通领域的专业

人才，为越南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打下坚实的人才基

础。越南工程师杜文进如今已经是河内轻轨通信信号

系统的骨干力量，但他入职前对轻轨运行知识知之甚

少。项目运营前，中方专门安排他和其他越南员工前

往中国培训，不仅聘请了 19 名经验丰富的中方专家给

他们授课，进行岗前培训，还让他们深入城市地铁运行

线路实习。“通过系统培训，我学到了相关知识、提升了

专业技能，有信心熟练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轻轨列

车平稳运行。”杜文进说。

“中方对参与越南基础设施建设持积极开放态度，

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公路互联互通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合作重

点。”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说。

“中国建设者用实际行动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利，

期待两国务实合作结出更多果实，为民众带来更多实

惠。”河内建筑工程师阮文辉对记者表示。

（本报河内、石家庄 12 月 11 日电 记者杨一、刘

刚、杨晔、张矜若、白元琪、谢佳君、王海林、孟祥麟）

加快推动共建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和倡议和““两廊一圈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合作战略对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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