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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梅戴雷沃是塞尔维亚的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对到访游

客来说，最不能错过的美景，是

斯梅戴雷沃城堡附近的多瑙河

日落。而对于当地人来说，每

天最想看到的，是斯梅戴雷沃

钢厂高炉烟囱冒出的白烟。

斯 梅 戴 雷 沃 钢 厂 成 立 于

1913年，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

傲”，这座城市的许多家庭都有

人在钢厂上班。多年来，这里

的居民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

天起床后看一下钢厂的高炉烟

囱。如果烟囱在冒烟，就表明钢

厂正常生产，他们就会心安。

斯梅戴雷沃钢厂一度因设

备老化、管理不善等陷入困境，

中国河钢集团 2016 年 4 月投资

该厂，使其摆脱经营危机，重现

活力。“我们祖孙三代都在钢厂

工作。”一名当地老人在与我聊

天时说，是中国企业帮助钢厂

渡过难关，“让我们重新看到了

美好生活的光亮”。

如今，斯梅戴雷沃钢厂高

大宽敞的热轧车间内，机器轰

鸣，热气蒸腾。整齐码放的钢

材 ，正 是 中 塞 铁 杆 友 谊 的 象

征。中塞深厚、特殊的友谊如钢铁一般，历经时间淬

炼，坚不可摧。

中塞铁杆友谊源于两国关系数十年的风雨历程，

源于两国人民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国与

国相处之道的认同，源于两国人民在困难时期的守望

相助、同舟共济。

2008 年，中国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塞尔维

亚第一时间提供大量救灾物资；2020 年，新冠疫情发

生后，中方向塞方援助并优先提供多批医疗防护物资，

还派遣专家组赴塞尔维亚。

“铁”，是中国人对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友好关

系的积极评价。在中国，人们亲切地称塞尔维亚是“塞

铁”。在塞尔维亚，中国人也能随时感受到塞尔维亚人

民的深情厚谊。

几天前，我路过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一处

小院。正在修剪花草的户主老奶奶乘坐过匈塞铁路列

车，得知我来自中国后，立马剪下一枝玫瑰送给我说：

“谢谢你们，中国朋友！是你们帮我们修路架桥，让塞

尔维亚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谨以这朵鲜艳的玫瑰向

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

漫步在流经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畔，我沉浸在中

塞两国人民共同演奏的友谊交响曲中。志合者，不以

山海为远。多瑙河奔流不息，见证着中塞铁杆友谊不

断巩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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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5 月 7 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主干

道悬挂中塞两国国旗。 本报记者 任 彦摄

图②：在塞尔维亚斯梅戴雷沃钢厂热轧车间

内，工人们正在作业。 本报记者 谢亚宏摄

图③：5 月 3 日，在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火车站，

人们搭乘匈塞铁路贝诺段的列车，准备前往贝尔

格莱德。 本报记者 王 迪摄

图④：中方作业人员对匈塞铁路线路道岔进

行精调。 任卫云摄

图⑤：匈塞铁路上，一列火车经过多瑙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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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塞要深入挖掘互利合作潜力，落实好

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争取打造更

多标志性项目”，习近平主席 5 月 7 日在塞尔

维亚《政治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战略

引领下，中塞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匈塞铁路

是中国高铁在欧洲的首单，也是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习近平

主席去年 10 月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武契奇总统

时强调，双方要共同建设好、运营好匈塞铁路。

“我完全确定，匈塞铁

路建设将被重点书写”

在一辆黄色牵引车的拉动下，两根 250
米长的钢轨从塞尔维亚向匈牙利边境延伸

过去。一根根轨枕从铺轨机上有序落下，钢

轨合龙、落槽，高度自动化的铺轨施工一气

呵成。铺轨机上方一块红底白字的牌子上，

以 中 塞 双 语 书 写 的“ 匈 塞 铁 路 ”大 字 格 外

醒目。

当地时间 5 月 3 日上午，匈塞铁路塞尔维

亚境内诺维萨德至苏博蒂察至塞匈两国边境

段铺轨工程顺利完成，标志着匈塞铁路塞尔

维亚段实现双线铺轨贯通。“今天我们共同

见证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在施工现场，中国

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项目

部副总工程师段伟激动地对记者说。

匈塞铁路连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全长 341.7 公里，其

中塞尔维亚境内长 183.1 公里，自贝尔格莱德

至塞匈边境，途经诺维萨德、维尔巴斯和苏博

蒂察等地，最高设计时速 200 公里。匈塞铁路

塞尔维亚段由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

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联营体承建。

“如果回顾塞尔维亚在这 10 年间都实现

了什么，我完全确定，匈塞铁路建设将被重点

书写。”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

长韦西奇表示，匈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的成功典范。

匈塞铁路项目塞籍总工程师米兰·巴诺

维奇 2019 年 5 月加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建

设。“5 年来，我见证了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

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的对接，感受到中

国铁路技术装备的先进，以及中国建设团队

精益求精的作风。”他说，“得益于中国同事的

帮助，我的铁路建设知识和经验快速提升。”

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匈塞铁路塞尔维

亚段项目部副总工程师杨冠岭介绍，中国企

业重视培养当地的铁路建设和维护人才。近

年来，中方先后组织多批次塞方铁路专业技

术及管理人员赴中国高铁一线施工现场、高

铁技术装备生产加工车间参观学习，增进了

塞方铁路工作人员对中国高铁技术的了解，

也促进了双方进一步合作。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建成运营后，

贝尔格莱德至苏博蒂察的旅行时间大幅压

缩，不仅方便沿线民众出行，也有利于优化投

资环境，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打造

中欧贸易国际大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了塞尔维亚人

民长久以来的梦想”

上午 9 时，一列崭新的高铁列车从贝尔格

莱德中央火车站徐徐驶出，开往北部城市诺

维萨德。车厢内几乎没有空位，明净的车窗

外是绿油油的田野。

戈尔达娜和记者坐在同一车厢，她是贝

尔 格 莱 德 大 学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家 在 诺 维 萨

德。“以前从贝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坐火车要

90 多分钟，匈塞铁路开通后，只需要 30 多分

钟。”她说，“匈塞铁路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

利。这条铁路的开通也让我的就业有了更多

选择。4 月初，我找到了一份在贝尔格莱德担

任人事助理的工作，每天乘坐火车通勤，非常

方便。”

除了便利通勤，匈塞铁路的开通也为塞

尔维亚北部地区带来了更多游客。车厢内，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游客蒂姆和同伴对快捷舒

适的高铁赞不绝口。蒂姆说：“修建匈塞铁路

是巴尔干地区的一件大事，感谢中国企业为

修建这条铁路付出的努力。”

2022 年 3 月 19 日，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

至诺维萨德段（以下简称“贝诺段”）正式开通

运营。武契奇总统在通车仪式上表示：“今天

欧洲最现代化的铁路开始投入运营，不仅大

大缩短了两座城市间的通行时间，也实现了

塞尔维亚人民长久以来的梦想，将进一步促

进地区联通和塞尔维亚经济社会发展。”

开通运营两年多来，匈塞铁路贝诺段日均

开行旅客列车 62 列，单日最高旅客发送量超

过 1.5万人次，累计发送旅客超过 700万人次。

“匈塞铁路的建设，有效改变了塞尔维亚

铁路基础设施的面貌。”塞尔维亚铁路基础设

施公司公关部主任斯坦尼萨夫列维奇对记者

表示，“匈塞铁路已经成为塞尔维亚基础设施

现代化的一张亮丽名片。”他认为，作为巴尔

干地区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匈塞

铁路不仅为塞尔维亚发展提供支撑，也将为

地区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相信我们的合作将

像高铁一样越跑越快”

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自治省

的首府，也是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的重要枢

纽。在诺维萨德火车站的站台上，老站长维

塞林·希莫维奇正在检查车站翻新工程的进

展情况。他在车站工作了 43 年，见证了车站

和诺维萨德地区铁路系统的沧桑变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铁路基础设施

维护与建设滞后，曾经辉煌一时的诺维萨德

火车站日渐沉寂。在匈塞铁路贝诺段建成

前，从贝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的铁路平均时

速只有 40 公里。“当得知匈塞铁路建设的消息

时，我们所有铁路员工都充满了期待！”希莫

维奇说，匈塞铁路贝诺段开通以来，大家眼看

着这条铁路人气越来越旺，“高质量的中国铁

路项目和技术保证了高铁列车安全高效运

行、准时准点到达。”

如今，诺维萨德火车站正在进行翻新改

造。从原样保留老站牌到敲定面砖的颜色，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项目部与当地文物保护

单位围绕施工方案进行仔细协商，并在施工

过程中多次邀请文物保护单位现场监理。“我

们在翻新改造过程中努力保持车站历史文化

风貌，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段

伟说。

再有不到两年时间，希莫维奇就要退休

了。看着摆在办公桌上的全家福照片，他对记

者说：“修建这条铁路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

更是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塞尔

维亚和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广泛深入

合作，为塞尔维亚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相信

我们的合作将像高铁一样越跑越快！”

（本报记者谢亚宏、王海林、沈小晓参与

采写）

共
同
建
设
好

共
同
建
设
好
、、运
营
好
匈
塞
铁
路

运
营
好
匈
塞
铁
路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张
志
文

张
志
文

任任

彦彦

王王

迪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