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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前，我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得到哈萨克斯坦

社会各界积极回应。两国共建‘一带一路’

的宏伟画卷就此展开，中哈关系发展进入

新阶段。”7 月 2 日，在赴阿斯塔纳对哈萨克

斯 坦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之 际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表示。

奇姆肯特炼厂现代化改造等重大战

略项目顺利建成投产，两国新能源、交通

基 础 设 施 等 领 域 合 作 潜 力 不 断 释 放 ，鲁

班 工 坊 等 人 文 合 作 项 目 从 无 到 有 、从 有

到 优……中哈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创造

了务实合作新佳绩。两国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促进了双方共同发展，增进了两

国民众福祉。

“保持最优的安全
环保绩效”

由中国石油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

司共同控股的奇姆肯特炼厂，是哈萨克斯

坦三大炼厂之一。2014 至 2018 年，在中国

技术助力下，炼厂实现现代化改造升级，年

原油加工能力达到 600 万吨。炼厂总工程

师陈庆坤介绍，炼厂实现现代化改造后，结

束了哈萨克斯坦成品油依赖进口的历史，

为推动哈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炼 厂 厂 区 绿 树 掩 映 ，作 业 区 井 然 分

布。在重油催化裂化装置区域，炼厂技术

主任巴希特·叶列根诺夫告诉记者，这里采

用了包括中方技术在内的世界领先工艺以

降低污染物排放。目前，炼厂每年可节约

清洁水 15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和污染物

排放 90%，减排二氧化硫 3 万吨。炼厂还

在推进天然气替代燃料油、烟气排放自动

化检测系统建设、火炬气回收等绿色生产

和降碳减排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保 持 最 优 的 安 全 环 保 绩 效 。”叶 列 根 诺

夫说。

在炼厂的中控室内，几名哈方员工正

在认真注视着屏幕上各项参数的变化。炼

厂行政人事部经理苏尔丹·阿布迪卡德尔

介绍，目前炼厂有近 2000 名员工，本地化

率接近 99%。炼厂为本地员工制订了详细

的培训计划，并为优秀员工提供到中国学

习的机会。

哈萨克斯坦政府已制订 2030 年炼厂

扩能计划，届时炼厂的年产量将从 600 万

吨 提 升 至 1200 万 吨 。 炼 厂 副 总 裁 叶 尔

兰·克西克巴耶夫表示，企业提高产能的

规划已被列入哈政府打造高水平加工产

品 集 群 的 15 个 项 目 清 单 中 ，“ 我 们 将 与

中方伙伴一起努力，完成这些雄心勃勃的

目标”。

“哈中汽车产业实现
了互利共赢”

行驶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城市库斯塔

奈的广袤平原上，路边的汽车广告牌逐渐

多了起来，其中不时可见中国汽车品牌。

库斯塔奈是哈萨克斯坦知名的“汽车城”，

该国最大的汽车产业集团阿鲁尔集团就坐

落于此。

阿鲁尔集团创建于 2003 年，为多个国

际汽车品牌组装和销售车辆。2019 年，通

用技术中国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江淮汽

车共同投资阿鲁尔集团，在资金和技术等

方面给予企业众多支持。

2017 年记者曾经采访过这家企业，7
年后再次到访时，发现主车间的生产线增

加了不少，自动化作业也增加了很多，附近

还开设了第二生产车间。据阿鲁尔集团工

厂运营总监维塔利·赫利斯特介绍，工厂的

汽车年产量已从 2017 年的 6000 辆增长至

2023 年的 9 万辆。

工厂的组装能力也大幅提升，从之前

的半组装发展为全散件组装。赫利斯特指

着一辆组装好的江淮汽车告诉记者：“这台

中国品牌汽车就是全散件组装。全散件组

装工序更多更复杂，对于工人的技能要求

也更高，我们目前是哈萨克斯坦唯一具备

全散件组装能力的企业。”

第二生产车间是去年新设的，专门为

江淮汽车组装皮卡、商用车、轻型卡车等车

型。自 2015 年起，由阿鲁尔集团组装的江

淮汽车开始进入当地市场并获得良好口

碑。赫利斯特表示，中国的技术专家与当

地工作人员定期交流，带动整个工厂技术

水平的提升。除江淮汽车外，阿鲁尔集团

去年还引进和生产捷途、红旗等中国品牌

汽车，目前正在对接引入中国新能源汽车

品牌。“通过深化合作，哈中汽车产业实现

了互利共赢。”赫利斯特说。

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哈萨克斯坦

市场知名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出

现了中国汽车专卖店。今年 5 月，哈萨克

斯坦市场最畅销汽车品牌前 10 名中，中国

品牌占据六席。通用技术国际公司副总经

理武艺表示，当前中哈在汽车领域的合作

愈发紧密，成为中哈产能合作的新亮点，有

助 于 提 升 哈 萨 克 斯 坦 汽 车 产 业 的 整 体

实力。

阿鲁尔集团工厂副总经理伊莲娜·扎

比亚洛娃表示，工厂正不断优化车辆组装

工序，加强技术人才培养，最终目标是熟练

掌握车辆制造的关键工艺，制造出哈萨克

斯坦第一辆自有品牌汽车。“与中国企业合

作以来，阿鲁尔集团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

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这一目标。”扎比

亚洛娃说。

“希望这样的工坊在
哈萨克斯坦越多越好”

鲁班工坊是中哈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

的亮丽名片。去年底，由天津职业大学与

东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共同承建的哈萨克

斯坦首个鲁班工坊在厄斯克门落成。工坊

占地 700 平方米，建有多个实训区。

今年 2 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曾前来视察。东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交通

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研究生萨肯·奥拉尔

别克当时就在现场，他说：“托卡耶夫总统

在实训区了解了工坊建设情况，逐一查看

中方提供的教学设备，并观摩工坊师生操

作。”托卡耶夫还用中文感谢中国院校的付

出，并表示：“希望这样的工坊在哈萨克斯

坦越多越好。”

走进工坊的智能网联实训区，瞬间感

受到浓浓的“科技范儿”——城市道路沙盘

摆放在中间，大屏幕上显示着大数据收集

分析的“实时路况”。奥拉尔别克拿出平板

电脑操作几下，沙盘中停放的模拟无人驾

驶车辆随即开始在道路上行驶，并根据交

通信号灯的指示进行作业。他告诉记者，

依托中方提供的技术设备，东哈萨克斯坦

技术大学在该国率先开设了智慧交通课

程。“我们正在学习的技术十分先进，有助

于缓解大城市交通拥堵。”

在汽车维修技术实训区，学生们正在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熟 悉 车 辆 构 造 及 运 行 原

理。东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机械工程教

研 室 教 授 穆 拉 特·穆 兹 迪 巴 耶 夫 告 诉 记

者，目前该校汽车专业课程已与实训区对

接，学生们都喜欢来这里上课，由中方提

供的整车和发动机等零部件都是很新的

款式，涵盖传统能源、电动和混合动力等

多 种 车 型 ，对 于 提 升 学 生 实 操 能 力 非 常

重要。

“鲁班工坊对哈萨克斯坦制造业的发

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东哈萨克斯坦技术

大学校长绍列·拉赫梅图利纳告诉记者，除

教学合作外，未来哈方还将与中方加强科

研合作，例如共同研发适合在低温条件下

行驶的电动汽车。

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萨

亚萨特·努尔别克表示，鲁班工坊的开设具

有重要意义，未来还将在哈萨克斯坦其他

城市复制鲁班工坊的成功合作模式，在人

工 智 能 、计 算 机 、工 程 等 领 域 拓 展 哈 中

合作。

（本报记者赵益普、白紫微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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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珍贵了，能给我

一份留作纪念吗？”接过记

者手中的报纸，今日哈萨

克斯坦通讯社记者科利佐

娃露出欣喜的笑容。不久

前，她参加了人民日报和

哈萨克斯坦媒体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联合采访活

动，头戴安全帽在中哈天

然气管道项目现场采访的

照片刊发在了人民日报的

版面上。

进车间、下矿井、探场

站，在中哈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一个个项目现

场，科利佐娃真切体会到

共建“一带一路”对于哈萨

克斯坦的重要意义。“在哈

萨克斯坦，很多人可能没

有去过中国，但一定知道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

次我结识了很多中国媒体

朋友，未来我们相约一起

向两国人民讲述更多哈中

友好合作故事。”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

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友

好交往史，共同谱写了古

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

美好诗篇。近年来，两国

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

主线，各领域合作取得丰

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

哈绵延千年的丝路情谊焕

发出新的活力。

中哈两国人员往来日

益密切，青年交流佳话频

传，人民友好基础越来越牢。哈萨克斯坦在华留

学生已超过 1 万名，上千名中国学生前往哈萨克

斯坦大学深造；哈萨克斯坦设立了 5 所孔子学院，

中国有 5 所院校开设哈萨克语专业；西北工业大

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正式启用，北京语言大学哈萨

克斯坦分校正在筹备之中；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

成功落地，助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去年 11 月中

哈互免签证，让两国民众实现像走亲戚一样常来

常往。去年两国人员往来近 60 万人次，今年前 3
个月已经超过 20 万人次，有望再创新高。两国地

方合作蓬勃发展，友好省州市增至 26 对。在中国

拥有大量粉丝的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立志传

承中医药事业的哈萨克斯坦小伙马文轩……记者

在采访中深感，中哈两国人民之间的共同语言越

来越多。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也是文明

融合之路。未来，中哈将不断深化教育、旅游、考

古、艺术、媒体等领域合作，拓展人文交流的深度

和广度，为双方人文交流搭建更多平台，为青年人

提供更多交流交往机会。

哈萨克斯坦有句谚语：“友谊是永不枯竭的财

富”。两国民众相知相亲，用心呵护友好情谊，为

中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

础。相信两国民众将共同书写更加精彩的丝路故

事，携手推动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

的中哈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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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奇姆肯特炼厂中控室内，操作员正在

监控装置运行参数。 本报记者 谢亚宏摄

图②：阿鲁尔集团汽车组装生产车间。

孙浩雪摄

图③：在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新能源汽车实训

区，两名技术员正在操作调试智能机器人车。

本报记者 赵益普摄

图④：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孔子学院的学

生们体验中国文化。 本报记者 任皓宇摄

图⑤：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记者科利佐娃手

持印有联合采访报道的人民日报版面。

本报记者 白 阳摄

图⑥：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凯旋门旁，中哈

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本报记者 张朋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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