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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资源禀赋

优越，发展潜力巨大。我担任中国驻斐济

大使一年多来，走访斐济主要岛屿，在城市

乡村同斐济各界人士深入交谈，感受到他

们对国家发展和幸福生活的渴望。我告诉

他们，中国愿做斐济可靠的朋友，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同斐济携手

实现繁荣振兴。

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

国。中方把斐济作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

斐济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发展振

兴。斐济积极支持中方提出的三大全球倡

议，加入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也是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斐关系

成为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的典范。

中国和斐济致力于维护和平安全。中

斐同为发展中国家，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中

方支持斐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斐方坚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筑牢了中

斐友好的基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斐济人民爱好和平，两国都是国际维和

行动的重要贡献者，都反对霸权主义，共同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维护地区和世界

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和斐济致力于共同发展繁荣。中

斐优势互补，是天然的合作伙伴。自 2018
年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

录以来，中斐经贸合作驶入快车道。2023
年，中斐双边贸易额达 5.26 亿美元，中国已

成为斐济第五大贸易国，斐济矿泉水、啤

酒、护肤品、诺丽茶等越来越多的特色产品

摆上中国超市货架。中斐友谊桥、苏瓦多

功能体育馆、纳务瓦医院成为双方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亮丽名片。中国援斐济

菌草技术项目、农业发展技术水稻项目为

当地民生改善、就业增收、应对气候变化作

出贡献。中方援助的 LED 路灯照亮了斐

济的城市乡村，露天剧场、排球场让更多斐

济青年施展才华、运动健身，中国援瓦努阿

岛（北岛）道路升级项目已经完成可行性研

究。两国经贸互访团组往来不断，各领域

合作如火如荼。

中国和斐济致力于加强文明互鉴。中

斐同为多民族国家，深知尊重文明多样性、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近年来，两

国签证互免政策极大便利双方人员往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斐济观光旅游，许

多斐济学子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赴华深造。“光明行”医疗团队

“送医上岛”，帮助当地眼疾患者重见光明。中国地方省市文艺

团组“送戏下海”，与斐济艺术家同台演出，为斐济民众带来视

听盛宴。包括斐济政府官员、大酋长、企业代表、媒体人士和留

学生在内的越来越多斐济人到访中国，他们由衷赞叹中国式现

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将为斐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明年是中斐建交 50 周年。中方愿同斐方一道，进一步夯

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动中斐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和太平洋岛国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为中国驻斐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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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雅加达 8月 4日电 （记者叶平凡、陶方伟）7 月 28
日，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印尼。印尼大印

尼行动党总主席、候任总统普拉博沃会见。代表团同民主斗

争党总主席、前总统梅加瓦蒂，专业集团党总主席、政府经济

统筹部长艾尔朗加等印尼朝野主要政党领导人及智库、高校

代表分别会见交流。双方就中印尼关系和党际交流合作交换

意见，并深入宣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印尼方希进一

步密切两国党际等各领域交往合作，同中国一道在推进现代

化进程中实现共赢发展。

中共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本报长沙 8月 4日电 （记者杨迅）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

区政策宣讲会近日在湖南省常德市举行。湖南省商务厅在会

上介绍了正在制定的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配套政策的情

况。有关公司负责人分别讲解了新型易货贸易模式和业务进

展、非洲公共海外仓建设布局及配套服务、对非信保产品等。

湖南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非洲是产能合作的重点地

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本次宣讲会的目的是

推动新型易货贸易、公共海外仓等平台与本土企业深度对接。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政策宣讲会举行

本报首尔 8月 4日电 （记者莽九晨）“文明的故事”中韩

青年交流会暨“交相辉映：中韩时装艺术交流文献展”3 日在

韩国首尔举行。中韩两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及青年代

表等约 90 人参加。

在青年交流环节，两国嘉宾分享了各自经历的“文明的故

事”。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持续开展交流增进两国青年之间的

相互了解，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创美好合作未来。

活动期间，两国嘉宾共同观看了“交相辉映：中韩时装艺

术交流文献展”。展览回顾了中韩建交 30 多年来在时装艺术

领域的交流合作。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推广局有关负责人在致辞中

表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世界的未来，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

和创造者，也是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参与者。希望中韩青年以

开放的心态、包容的精神交流彼此的思想和见解，推动两国文

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

韩国东亚文化中心院长卢载宪表示，青年是韩中友好交

流的主力军，也是韩中关系未来发展的希望。期待以本次活

动为契机，通过相通的文化元素拉近两国青年的距离，增进两

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此次活动由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中心和中央美术学

院等联合主办。

中韩青年交流会暨时装艺术交流文献展在首尔举行

近年来，随着中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推进，许多

中国企业到塔吉克斯坦投资兴业。2014 年，中国企业在塔吉

克斯坦哈特隆州投资成立中泰（哈特隆）农业公司和中泰（丹

加拉）纺织公司，建成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

园。从播下种子到织出成衣，产业园建起了棉花种植、皮面加

工、纺纱、织布、印染、成衣全产业链，不仅带动塔吉克斯坦棉

花种植技术不断提高，还填补了当地产业空白，有力推动塔吉

克斯坦纺织工业发展。

“中国企业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好”

哈特隆州地处瓦赫什河河谷地带，是塔吉克斯坦棉花种

植的主要区域之一。长期以来，受制于技术水平，当地棉花产

量一直上不去，直到中国企业引入先进的种植与管理技术，这

一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变。

大规模采用智能化农业机械，持续完善精量点播、地膜覆

盖、滴灌水肥、机械化采棉一体化技术，中泰（哈特隆）农业公

司帮助当地棉农更新棉花种植观念。针对当地夏季炎热高温

的特点，推广早播种、早打顶的种植经验；为适应当地棉农播

种作业习惯，提供小型精量点播机，确保精确播种，节约种子

用量……中方专家团队不断探索，因地制宜创新种植技术。

如今，当地棉花的平均亩产量已经从昔日不足 100 公斤提高

到 350 公斤。

当地青年西罗吉丁 2023 年从中泰（哈特隆）农业公司承

包了 1830 亩棉田。谈起自己种的棉花，西罗吉丁满是自豪：

“棉花品种好，公司又提供机械化设备支持，遇到疑难问题还

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中国专家，这一大片地靠我自己就能顾得

过来。”

从学校毕业后，西罗吉丁曾选择外出打工。他的兄长承

包棉田后收入明显增加，就把他叫回家乡一起种棉花。“每个

月能收到棉田管理费，年底还有分红，去年家里新盖了房子。

中国企业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西罗吉丁说。如

今，他的兄长已成为管理 6 个承包户的“区长”，他也计划再多

承包一些棉田。

连片的盐碱地改良成了棉田，老旧的水利设施经过维修

重新运转起来，棉田滴灌工程、地膜加工等基础工作全部完成

……经过长期努力，中泰（哈特隆）农业公司帮助当地建立起

了现代棉花种植业。公司总经理王利江介绍，优秀棉种和先

进技术带来的高产量有目共睹，不仅越来越多当地棉农自发

前来买棉种、买地膜、租农机，当地政府还主动提出把种植条

件较差的地块交给具有技术优势的中泰（哈特隆）农业公司来

管理。

“家乡有了现代化的纺织产业园
让我感到自豪”

明亮宽敞的工厂车间里，纺纱机“隆隆”，织布机“咔咔”，

缝纫机“哒哒”，工人们在各个岗位上紧张作业。环锭纺生产、

气流纺生产、针织、印染、成衣生产、机织布生产……中泰新丝

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在当地建立起全流程纺织产业

链，填补了塔吉克斯坦的产业空白。

纺纱车间负责人努拉力从 2015 年起就在这里工作。他

告诉记者，毕业之后他曾开过出租车、干过维修。“多亏有了产

业园，现在才能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工作。”

2022年 9月，塔吉克斯坦 9个部委完成了对产业园全部 4期

项目的验收。如今，产业园已成为中亚地区最大、产业部门最

全的示范性园区和世界农业纺织产业最完整的园区之一。产

业 园 生 产 的 纺 织 产 品 占 塔 吉 克 斯 坦 全 国 纺 织 产 品 总 量 的

80%，质量达到国际水平，销往意大利、格鲁吉亚、巴基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

产 业 园 在 加 快 自 身 发 展 的 同 时 ，还 积 极 与 当 地 院 校

合 作培养人才。丹加拉国立大学专门开设了纺织、印染两

个 专 业 ，其 他 当 地 院 校 也 先 后 开 设 了 纺 织 培 训 班 ，与 产 业

园合作培养学生。记者采访时，数名来自丹加拉国立大学

的 学 生 正 通 过 校 企 合 作 项 目 在 产 业 园 实 习 。 一 名 叫 麦 赫

罗娜的学生告诉记者：“我从小就喜欢做衣服，家乡有了现

代化 的 纺 织 产 业 园 让 我 感 到 自 豪 。 毕 业 后 希 望 能 到 这 里

工 作。”

在产业园成长起来的费鲁兹，如今已经是丹加拉国立大

学纺织专业的教授。正是产业园的工作经历，帮助他积累了

行业实践经验。费鲁兹告诉记者：“塔吉克斯坦需要更多中国

企业前来投资，帮助我们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中泰（丹加拉）纺织公司董事长牛文奎告诉记者，产业园

培养的纺织人才得到行业认可和尊重，也是产业园的骄傲。

“他们将经验和技术带到更多地区，有利于塔吉克斯坦纺织行

业发展，从长远看也将为产业园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为两国友谊的升华注入强劲动力”

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建成以来，周边

地区的许多民众第一次成为产业工人，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扎琳娜就是其中一员。看着邻居热热闹闹坐着班车上下

班，曾经每天围着孩子转的她也决定尝试到产业园工作。“刚

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更不认识这些机器，中国师傅非常耐心

地教我怎么操作。现在我成了一名熟练的制衣工人，收入很

不错。”扎琳娜笑着说。

“我们很快要举行劳动竞赛，大家现在都很有干劲。”印染

车间翻译莎莎今年 24 岁，到纺织产业园工作才两年，已经为

父母买了新车，如今正攒钱给家里盖新房子。通勤班车班长

法拉霍一家都在产业园工作：“这里的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

附近年轻人都愿意来这里上班。”

目前，产业园创造稳定就业岗位 1500余个，间接带动 1万余

人就业。此外，产业园还十分重视员工职业发展。塔方员工中

目前职位最高的已成为产业园负责农业、工业项目的副总经理。

2021 年 9 月，在塔吉克斯坦独立 30 周年之际，产业园荣

获塔吉克斯坦独立 30 周年工业、农业最高荣誉贡献勋章 4
枚，是塔吉克斯坦工业及农业领域唯一获此殊荣的外资企

业。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表示：“产业园在承担社会

责任、解决就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两国友谊的升华注

入强劲动力。”

中企在塔吉克斯坦投建农业纺织产业园—

提升棉花种植技术 推动纺织工业发展
本报记者 曲 颂 屈 佩

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成衣车间的工人们正在制作服装。 本报记者 曲 颂摄

位于柬埔寨的白特

诺河防洪灌溉项目由广

东建工对外建设有限公

司承建，被柬方称为“一

项 造 福 人 民 的 民 心 工

程”。该项目于 2022 年

1 月启动建设，目前已有

部分投入使用，整体工

程即将完工并进入验收

阶段。

自今年 6 月当地进

入雨季以来，该项目有

效缓解了首都金边及毗

邻 的 干 拉 省 的 防 洪 压

力。此外，项目确保了

周 边 农 田 得 到 充 分 灌

溉，为当地居民提供了

必要的生活用水，也为

改善白特诺河流域的生

态 环 境 起 到 了 积 极

作用。

图为白特诺河防洪

灌溉项目航拍。

本报记者 白元琪

摄影报道

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向南

驾车约 30 公里，便来到了中国和特多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凤凰工业园。

上午 11 时，园区内满载着非酒精饮料的集装

箱整装待发，准备从特多第二大港利萨斯角

港运往其他加勒比国家以及南美、北美、欧洲

等地区。

在特多工业和贸易部监管下设立的特

种国营企业——技术开发和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是凤凰工业园业主。该公司项目经理

林·克利斯托告诉本报记者，凤凰工业园距

离利萨斯角港边境点只有 5 到 10 分钟的车

程，可以高效便捷地进口原材料、出口成品，

并为特多带来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入驻

企业不断在园区内完善相关业务，将创造大

量就业机会，“这座现代化工业园持续助力

特多经济发展。”

凤凰工业园由北京建工集团承建、中国进

出口银行融资支持，占地面积约 58万平方米。

北京建工集团特多子公司执行经理兼凤凰工业

园项目经理王涛告诉记者，目前园区水、电、通

信、燃气、污水处理、绿化等设施完备。作为加

勒比地区首个实现 5G网络覆盖的综合性、智能

化工业园，园区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等技术为入驻企业服务，未来还计划建设

大数据中心，利用机器人进行物流分拣。

凤凰工业园自今年 1 月 10 日正式开园以

来，已有 21 家企业入驻，其中本地企业 14 家、

中国企业 7家，涵盖箱包、酱料、标识标牌、非酒

精饮料等轻工业领域的加工制造和物流销售，

园区出租率超过 75%。王涛介绍，随着园区免

税政策落地，所有入驻企业可享受进口物资增

值税、进口关税、企业所得税等减免优惠。

基兰·萨马鲁是特多一家非酒精饮料制

造公司的工程主管。他表示，公司现有基地

位于特多南部，入驻凤凰工业园极大节省了

公司产品的运输时间。随着园区建设日益完

备，公司计划陆续将制造设备及研发实验室

迁往凤凰工业园，“凤凰工业园将成为我们在

特多的第二个基地。”

在一处厂房，萨马鲁指着一批包装材料

告诉记者，公司早在 40 多年前便与中国开展

原材料供应方面的合作，从中国进口树脂原

料制作预制件、生产包装饮品的塑料瓶。近

期，公司还从中国采购了仓库货架。

近年来，特多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

转型，重视发展非能源行业。特多投资促进

局局长塞古·阿莱恩对记者表示，特多正在寻

求更广泛的出口，发展制造业对特多至关重

要，“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特多希望

成为地区的小型制造业中心。凤凰工业园吸

引了一批中国企业入驻，促进了两国企业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提升特多制造业水

平，增加出口机会。” （本报西班牙港电）

“持续助力特多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谢佳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