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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累斯萨拉姆港位于印度洋西岸，被誉为坦桑尼亚的“门

户港”，是东非地区重要的物流中心和贸易枢纽。2021 年 8 月

27 日，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达累斯萨拉姆港

航道疏浚项目正式开工，这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

目。经过两年多时间，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春节前夕，本报记

者赴项目现场采访，感受两国建设者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

热情，了解该项目对当地发展的重要意义。

“助力港口实现跨越式发展”

达累斯萨拉姆港东北角，马卡通贝岛上郁郁葱葱。一座

高约 40 米的航标灯塔，矗立在小岛北部。中坦工作人员正在

协同努力，将灯塔上的旧航标灯拆除，换上崭新的航标灯。

“旧航标灯年久失修，灯光的颜色和信号射程受到影响，

进而影响船舶正常进港。”项目现场协调员萨利赫和同事一起

安装好新的航标灯后，对灯光、电路等进行现场调试。信号准

确发出，马卡通贝岛上的航标灯安装完成。类似的更换工作

还需在集装箱堆场、进港航道南侧、1 号泊位等区域进行。

达累斯萨拉姆港航道疏浚项目包括港池航道疏浚、沉船打

捞、导助航设施采购和安装等内容，其中疏浚总量达 1093万立

方米。据项目负责人卞亮介绍，目前港口航道拓宽、加深、疏浚

等工作已经竣工，正在开展陆地灯塔和航标灯的安装与调试。

由于航道多年未得到维护清理，海底杂物淤积，达累斯萨

拉姆港航道已经无法满足坦桑尼亚和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需

要。“疏浚项目完成后，达累斯萨拉姆港航道水深由过去的 13
米增至 16 米，结合一期码头改扩建项目，可满足 7 万吨级船舶

全天候进出港靠泊作业，进一步提升港口的吞吐量和综合服

务能力。”卞亮说。

中国农历腊月是项目完工的冲刺阶段。“每天早上 7 时，

所有疏浚项目工作人员进行集体早会，安排当天具体工作，对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制定应急预案。”现场施工经理陈

景利表示，建设者们争分夺秒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为推动坦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坦桑尼亚港务局达累斯萨拉姆港航道疏浚项目现场顾问

福古瓦表示，达累斯萨拉姆港是坦桑尼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也是东非地区重要的物流中心和贸易枢纽。项目完成后，

将显著提升港口整体货运能力、港区功能和竞争优势，进一步

提升坦桑尼亚和东部非洲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周边国家经济

发展。“我们和中国企业的合作愉快且顺利。该项目将巩固提

高达累斯萨拉姆港作为区域航运枢纽的地位，助力港口实现

跨越式发展。”

“促进了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

耙吸挖泥船“通旭”号进行挖泥作业时，采用在施工区域

布设围油栏、动态调整溢流桶高度等举措，减少作业对海洋环

境的影响；在泥层厚度不均的区域，通过灵活调整活动罩角

度、耙头下放深度等，保证施工工艺最优化，保障海洋生物的

正常活动……疏浚过程中，项目团队采取多项举措，尽可能减

少施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是施工的重中之重。在施工区及周边

海洋敏感水域，项目团队定期开展海洋水质监测和取样工作，涉

及空气质量、噪声等级、海洋水质、海底沉积物及海洋浮游生物

等，并编制完成环境评估报告，确保将施工作业对当地渔民生计

的影响降到最低。“7次水下记录显示，与施工前相比，施工区及

周边水域的活珊瑚数量增加了 15%。”项目安全总监郭振川说。

来自世界银行的阿瓦科是项目的环境工程师。自达累斯

萨拉姆港航道疏浚项目开工以来，他全程参与项目监管工作，

中方团队高标准、严要求的环保实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在他看来，中国企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能力保证了施工

过程的绿色环保，“促进了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践行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今年 52 岁的优素福是达累斯萨拉姆港附近渔民，也是当

地渔业协会成员。此前，他和其他渔民一直沿用原始的捕鱼

方式。为提高科学捕鱼意识，项目团队定期为他们组织科普

宣讲。“项目赠送给我们现代化的渔具和海上安全物资，为我

们提供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帮助。现在我们不再使用密目网，

让小鱼有更多生长机会。”优素福说。

世界银行驻坦桑尼亚代表阿卜杜拉多次来到项目现场参

观，他表示，中国企业不仅高质量推进项目施工，而且关注当

地社区的就业、环境、民生、教育等，“展现了中国企业的责任

与担当”。

“非常期待与中国同事共度春节”

安装完航标灯后，萨利赫马不停蹄地前往位于达累斯萨

拉姆港一侧的业主办公室，协调其他海上助航设施的安装事

宜及后续工作。

萨利赫在达累斯萨拉姆港航道疏浚项目已经工作两年。

毕业前，他曾在坦桑尼亚多多马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因

为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和古诗词，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李

白”。2022 年刚加入项目时，他还只是一名现场翻译，如今的

他已成为“多面手”，负责协调沟通、现场环保作业以及属地人

员的管理等工作。

萨利赫说，中国同事们“既像兄弟、又像老师”，“指导我、

帮助我，直到我熟悉所有的工作内容。这是我合作过的最好

的团队”。因表现优秀，萨利赫得到坦桑尼亚港务局的认可，

将在项目结束后继续为港务局工作。

“尽管工作强度大，但是大家的工作状态都积极饱满、昂

扬向上，中坦员工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今年 49 岁的陈景

利已在坦桑尼亚工作 5 年，今年他将在海外度过第五个春节。

在描写春节的古诗词中，萨利赫最喜欢《元日》。他说，春

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

中华文明理念。“学习中文不仅让我学会一种美丽的语言，更

让我了解到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

这 个 春 节 ，中 坦 员 工 将 共 同 举 办 猜 灯 谜 、贴 春 联 等 活

动。“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同事共度春节！”萨利赫表示，虽

然大家来自不同国家，但是春节已经成为世界的节日。“我

们会为彼此送上美好祝福，共同庆祝这个喜庆热闹和万象

更新的节日。” （本报达累斯萨拉姆 2月 5日电）

中企承建的达累斯萨拉姆港航道疏浚项目将显著提升港口整体货运能力——

让坦桑尼亚港口更加现代化
本报记者 沈小晓

共建“一带一路”·第一现场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5 日在京会见由德国艾伯特

基金会会长、欧洲议会前议长舒尔茨率领的德国艾伯特

基金会代表团。

李鸿忠赞赏舒尔茨多年来为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

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中方愿同德方一道，落实好习近平主席

同德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党、立法机构交往，

推动中德、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舒尔茨高度评价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表示德方坚守

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治对话和经贸、人文等各领

域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和平和发展繁荣。

李鸿忠会见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代表团

新华社东京 2月 5日电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

贸促会）和日中经济协会 5 日在日本东京共同主办中日经济

界对话会，旨在为中日两国经济界加强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推

动两国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出席此次活

动。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进藤孝生及副会长、理事等出席活动，

中日经济界 100 余人参会。

任鸿斌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欢迎日本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此次中国企业家

代表团访日，热切期待加强与日本经济界的务实合作。中

国贸促会愿通过第二届链博会、大阪世博会等平台，推动构

筑 互 利 共 赢 的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促 进 中 日 经 贸 合 作 和 民 心

相通。

进藤孝生以及野村控股、丸红、阪和兴业等日方企业负责

人均表示，愿继续深化同中国贸促会的机制化合作，促进两国

贸易投资合作，为日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

中 日 经 济 界 对 话 会 在 东 京 举 办

据新华社维也纳/内罗毕 2月 5日电 日前在奥地利维也

纳和肯尼亚内罗毕出席中国春节招待会的联合国高级官员向

中国人民致以新春问候，祝愿龙年世界和平、繁荣。

1 月 31 日，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与维也纳联合国中文

会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共同举办春节招待会，这是中国常驻团

首次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举办春节庆祝活动。中国常

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大使、联合

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瓦利等 700 余人参加了招待会。

招待会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总干事穆勒等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问候。瓦利在致辞中说，

中国的发展故事鼓舞人心，祝愿龙年世界和平、繁荣。

李松表示，中方愿与维也纳国际组织和广大成员

国加强合作，积极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协商

一致、团结协作的“维也纳精神”，共同推进维也纳多边事业。

同日，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与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举办

2024 新春招待会。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周平剑、联合国内罗毕

办事处总干事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等 200 余人欢聚一堂。

班古拉表示，今年是联合国第一次将春节作为联合国假

日，她谨代表联合国驻肯尼亚大家庭，祝愿龙年给所有人带来

和平、健康和繁荣。“这是我第一次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体

验中国春节文化，非常棒，祝龙年大吉。”

周平剑表示，春节正式成为联合国假日，有利于促进世界

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参与记者：于涛、黎华玲、王旭琛）

联 合 国 官 员 向 中 国 人 民 致 以 春 节 问 候

上图：中国自主设计、投资建造的重型自航耙吸式挖泥船

“通旭”号正在达累斯萨拉姆港进行疏浚作业。 卞 亮摄

右图：项目员工在马卡通贝岛更换航标灯。

郭存仓摄

日前，2024“中国—东盟
人文交流年”正式开幕。相
关活动持续深入开展必将掀
起双方人文交流合作的新一
轮热潮，为构建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奠定
更加深厚的民意基础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

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自 1991年中国和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始终彼此尊重，平

等相待，走出了一条团结奋进、合作共赢之

路。作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和最具活

力的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合作对推进地区

繁荣发展、引领世界经济复苏、促进世界和

平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

已与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

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就共建双边命运

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建设持续推进，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生动例证。

人文交流是中国—东盟关系中除政治安

全合作、经济合作之外的第三大支柱。多年

来，双方在文化、旅游、教育、智库、媒体、体育、

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开花结果，双方人

民常来常往、相知相交，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步

深入人心。2023年 9月，在习近平主席提出

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0周

年之际，中国和东盟共同宣布将 2024年确定

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日前，2024“中

国—东盟人文交流年”正式开幕。相关活动

持续深入开展必将掀起双方人文交流合作的

新一轮热潮，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深厚的民意基础。

深化传统文化交流，推动文明共兴共

荣。中国和东盟国家都拥有历史悠久、独特

多元的文化，共同构成兼容并蓄、璀璨绚丽

的亚洲文明。双方应继续深耕传统文化交

流合作的肥沃土壤，拓展民间艺术、文博展览、非遗保护、考古、

中医药等领域合作，打造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样板。

加强人员往来，拉紧民心纽带。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

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近年来，中国和东盟不断创新人文交流

机制和平台，人员往来更加便捷。不久前，中国与泰国签署互免

签证协定，该协定将于 3月 1日正式生效。中国同新加坡宣布达

成 30天互免签证安排，马来西亚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 30天内免

签政策。这些措施将促进双方人员往来，让中国和东盟国家人

民心贴得更近。

促进青年交流，赓续传统友谊。青年是中国东盟关系的未

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了多层级、多领域教育合作。双方互派

留学生人数超过 20万人，东盟大部分国家已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42所孔子学院和 39个孔子课堂在东盟国家落地。相信通过

中国—东盟青年交流周、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鲁班工坊等平

台以及“中国—东盟千校携手计划”“万人研修研讨计划”等项目，

双方青年交流将更加密切，为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积蓄后备力量。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和大部分东盟国

家同属发展中国家，都处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双方将继续加强在治国理政、减贫、反腐、绿色发展、公共政策等

领域交流互鉴，做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和好伙伴，共同书写和

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地区发展新篇章。

中国—东盟中心是中国和东盟十国共同成立的唯一政府间

国际组织。2024年，中心将继续落实好中国和东盟领导人重要

共识，发挥一站式信息枢纽和活动中心的桥梁作用，以 2024“中

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为主线，举办青年、教育、文化、旅游、媒体

等多领域交流活动，为凝聚中国和东盟各界友好力量、加深双方

民众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

展、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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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论坛R

新华社北京 2月 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

王毅 5 日在北京同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举行会谈。

王毅说，今年是中挪建交 70 周年。中挪关系更加成熟、

更有韧性。中方赞赏挪威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对华

友好。推动下阶段中挪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要秉持正确相处

之道，坚持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

艾德表示，挪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主张通过建设性

对话，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共同建设普惠包容、和平

繁荣的世界。挪方赞赏中方转变发展方式，愿同中方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双方就中东局势深入交换意见。

王毅同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举行会谈
2 月 2 日，2024 马德里“欢乐春节”系列活动在

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开幕，现场举办了迎

春节文化体验活动。在近 1 个月的时间内，“欢乐

春节”系列活动将陆续举办新春音乐会、美食品

鉴、花车游行、艺术展览、民俗庙会、公路跑等近

30 项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西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

友谊。

右图：当地小朋友为龙形象图画上色。

本报记者 许海林摄

下图：西班牙民众在体验木版年画制作。

本报记者 颜 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