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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班列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早
上 7 时刚过，哈萨克斯坦青年阿金
汉·别杰洛夫的手机又震了几声。

“我们的集装箱到阿拉山口口岸
了吗？有没有过海关换装？”“从霍尔果
斯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 40 英尺集
装箱，现在价格怎么样？”……打开手
机微信，阿金汉收到中国客户的咨询
消息，提前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

作为哈铁快运股份公司中国西安
分公司物流经理，阿金汉的工作主要
是为中国客户提供过境哈萨克斯坦的
中欧班列物流服务。尽管在阿斯塔纳
工作，但阿金汉的生物钟几乎和中欧
班列“同频”。

“中国的货物通过中欧班列，从
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哈萨
克斯坦，再运往欧洲多国。我负责
的线路主要是经过阿拉山口、霍尔
果斯口岸，通往波兰、土耳其、伊
朗等目的地。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
口岸的海关每天 24 小时工作，我们
得盯着货物通关、换装的流程，和
客户及时更新物流最新动态。”阿金
汉介绍，“这几年，中欧班列经哈萨
克斯坦线路的货运量一直在快速增
长。今年以来，经哈萨克斯坦的里
海线路货运量成倍增加。”

对于阿金汉来说，为中欧班列服
务不仅是他的日常工作，更是他引
以为傲的人生经历。2017 年 6 月 8
日，正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习近平
主席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共同出席中哈亚欧跨境运输视频
连线仪式。当时，担任中哈物流基
地国际部经理的阿金汉，作为连线
直播技术人员翻译，就在中哈连云
港物流合作基地现场。

“当两国元首共同推动操控杆，
基地内的火车专列缓缓鸣笛启动时，
整个基地沸腾了，工作人员欢呼雀
跃！能见证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我感
到非常自豪！”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阿金汉依然激动难抑，“如今，哈萨
克斯坦是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国家。
今年上半年，途经哈萨克斯坦的中欧
班列数量已经创下新纪录，中国企业
采购的货物装满了从欧洲回程的班
列。我期待着早日到中国西安工作，为
繁忙的中欧班列再加把力！”

一条管道

今年 4 月 6 日，在中哈边境 2.2 公
里处，中哈原油管道阿拉山口计量站
传出捷报。截至当天，中国第一条陆路
进口的跨国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
道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1.56亿吨。

得知消息，哈萨克斯坦人玛丽娅
激动万分。从中哈原油管道开工建设
时起，她就参与并见证了这项工程从
无到有的全过程。

2004 年 7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
勘探开发公司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石
油运输股份公司各自参股 50%，共
同成立了“中哈原油管道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中哈原油管道的项目投
资、工程建设、管道运营管理等业
务。就在这一年，刚大学毕业的玛
丽娅入职了这家新公司。

合资公司刚刚组建，文控系统负
荷繁重，人员配备并不充足，需要处理
的文件堆积如山。玛丽娅一时难以招
架：“我当时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正当玛丽娅手忙脚乱之时，文控
翻译部经理刘守华主动上前帮忙。二
人合作，文件很快处理完毕。此后，
每当在工作中遇到问题，玛丽娅都会
向刘守华请教并记下解决办法。

几个月下来，玛丽娅已经成长为
公司文控方面的业务骨干。此后多年
间，她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和语言优
势，深得中哈双方同事信任。

2018 年，西北原油管道合资公
司启动反输改造工程，急需一名经验
丰富的文控专家。当时，中哈原油
管 道 有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王赋
欣，被派遣支援西北原油管道合资公
司项目建设。作为项目管理组协调
员，王赋欣第一时间想到玛丽娅。

此时，玛丽娅已在一家德国制药
公司担任哈萨克分公司综合行政部经
理。听说消息后，玛丽娅当即表示

“回归大家庭”，要和过去的中方同事
们再次并肩作战。

2019 年，因参与拍摄的“一带
一路”主题短视频获奖，玛丽娅受邀
到北京参加颁奖典礼。在此期间，玛
丽亚接受了多家中国媒体采访，讲述
了 “一带一路”给哈萨克斯坦带来
的变化。临回国前，她发了一条朋友
圈：“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中国，我
喜欢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

一波订单

2019 年 11 月，在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哈萨克斯坦东方农
产品公司销售部负责人成吉兹·乌拉
兹巴耶夫度过了充实的几天。

“我们公司和中国几个采购方，
一共签下500万美元的订单。我们还
和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签订销
售合同。”回忆第二届进博会，成吉
兹成就感满满：“自那年起，我们公
司每年的葵花籽油销售额平均比参展
前增长了1.5倍。”

东方农产品公司是东哈萨克斯坦
州生产压榨葵花籽油的龙头企业。看
到成吉兹和其他参展的哈萨克斯坦客
商满载而归，陕西陕哈集团董事长何
诚打心眼儿里高兴。作为前两届进博
会哈萨克斯坦参展代表团的统筹协调
者，何诚见证了哈萨克斯坦客商对中
国市场认知的转变。

“首届进博会前，很多哈萨克斯
坦客商不明白，为什么要不远万里跑
到上海参展。结果展会时一圈瞧下
来，他们全明白了。”何诚说，“首届
进博会上，哈萨克斯坦客商充分感受

到中国市场惊人的体量，初步了解了
中国市场的标准和需求。”

第二届进博会举办时，哈萨克斯
坦客商热情高涨、准备充足。

“盛况空前！”何诚说，“哈萨克
斯坦副总理亲自带队参会。哈萨克斯
坦在进博会的国家馆空间不够，又向
中国申请扩大展位面积。为接待好参
展的 80 余家哈方企业代表，进博会
组织方安排了3家酒店才够用。参展
时，哈萨克斯坦客商为推介自家产品
更是各显神通。”

9 月，是哈萨克斯坦收获的时
节。在北部广袤的田野里，小麦、葵
花籽、亚麻籽、油菜籽、玉米、大豆
等农作物丰收在望。

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何诚正密
切关注哈萨克斯坦各类农作物价格。
他在哈设立的公司，正在陆续核对采
购订单，交付约定尾款。何诚在哈采
购的农产品，将全部销往中国。

在东哈萨克斯坦州五一镇大田
路，东方农产品公司也是一片繁忙景
象。成吉兹正忙着在线上和多国葵花
籽油采购商洽谈。采访快结束时，成
吉兹向记者打听尚未举办的第五届进
博会的相关消息：“希望还能有机会
去上海参会！”

一部电视剧

2015 年的一天，哈萨克斯坦阿
斯塔纳。

晚饭后，叶尔泰·努西普扎诺夫
像往常一样，开始上网浏览。虽然从
中国回到哈萨克斯坦已经3年，但他
依然很关注中国。无意中，他看到了
一部中文版电视连续剧。剧中，父亲
万顺为了孩子的未来，冒着巨大风
险，卖掉了他唯一的房子。接下来会
如何？叶尔泰的心被紧紧揪住。他忍
不住连看3集。

这部剧名为 《温州一家人》。在
叶尔泰看来，《温州一家人》 完美呈
现了“中国制造”在走向世界的过程
中遭遇的种种逆境以及中国人的顽强
拼搏。他决定译制该剧。当年秋季，
哈语版 《温州一家人》 与哈观众见
面。这是叶尔泰团队译制引进的第一
部中国电视剧。

“一个想让更多哈萨克斯坦观众
读懂中国故事的哈萨克斯坦人。”叶
尔泰这样给自己定位。叶尔泰大学攻
读新闻专业，曾做过记者、制片人。
他曾到东北大学学习3年，2012年回
哈工作。

叶尔泰坚信，影视剧可以拉近人
与人的距离。在华经历让他深感哈萨
克斯坦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于是，他
一头扎进中哈影视交流领域。如今，叶
尔泰团队已经译制了十几部中国电
影、十几部电视剧和十部纪录片。

近几年，中国影视剧越来越受哈
萨克斯坦观众的欢迎。其中，2019
年在中国热播的电视剧 《都挺好》，
经叶尔泰团队引进后于 2020 年登陆
阿斯塔纳电视台，创中国电视剧在哈
播出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

“习近平主席 2013 年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以来，中哈两国加强了影视
交流合作，比如，两国合拍电影《冼
星海》、多部中国电视剧走进哈萨克
斯坦。”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
中心国际所所长朱新梅说，“在中国
影视作品润物无声的作用下，中哈两
国人民的心越走越近。”

目前，叶尔泰团队还在忙碌。今
年的作品应该很快就会和观众见面。

“我会继续将中国优秀影视剧带给哈
萨克斯坦观众，让两国民众走得更近
一些。”叶尔泰说。

一条隧道

“隧道附近建起了车站和维护
站，村里一些年轻人当上了铁路工
人，收入很不错……”

电话这头，乌兹别克斯坦小伙加
亨兴奋地说着家附近的变化。电话那
头，千里之外的沙尔贡煤矿项目，中
国员工邓伟的思绪飞到了 9 年前他
与加亨并肩工作过的地方——卡姆
奇克隧道。

卡姆奇克隧道位于纳曼干州，长
度约19.2公里，穿越一系列复杂地质
环境，是“安格连—帕普”电气化铁路
的“咽喉”。住在附近的加亨记得，隧
道贯通前，当地人从费尔干纳、安集
延、纳曼干等东部 3州坐火车去内地
城市，还得绕道邻国。

2013 年 9 月，卡姆奇克隧道开
挖，由中铁隧道集团负责设计和施
工。邓伟担任工区项目经理，加亨毛
遂自荐，当上了工地司机。

隧道有两个“900”，令当地民众连
连惊叹——克服重重困难，中方仅用
900 天就完成了隧道项目；群山变为
通途，列车仅需900秒就可穿越大山。

2016年 6月，卡姆奇克隧道正式
通车。6年来，得益于这条隧道，越来
越多当地人与中国产生了千丝万缕
的联系。

交通改善了，费尔干纳州的商业
被“激活”了，大批中国商人和产品汇
聚于此。当年在工地上学得一口流利
汉语的加亨，找到了新工作——为中
国商人提供翻译、交通及接待服务。

从只会切钢筋的零工，到独当一
面的夜班领队，乌兹别克斯坦员工谢
拉里也在隧道项目上学到一身“硬本
领”。项目完工后，他组建了一支施工
团队，“加盟”另一家中资企业。

隧道项目完工前夕，乌方主动提
出将另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也交给中
国建设者。如今，苏尔汉河州北部，由
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沙尔贡煤矿现代
化改造项目施工正酣。邓伟有了一个
新角色——煤矿改造项目的副经理，
而他身边的许多同事，都是曾经一起

“挖”过隧道的老搭档。
闲暇时候，沙尔贡项目上的中乌

工友们常常聊起一段甜蜜的爱情故
事——2021年 3月，中国技术人员纵
艮鹏和乌兹别克斯坦姑娘迪娜岛纳
喜结良缘。纵艮鹏对迪娜岛纳的深情
表白令人动容：“相识于沙尔贡煤矿，
结缘于‘一带一路’，我们的姻缘将如
中乌友谊般绵长。”

一座工业园

早晨 7 时，锡尔河畔，几辆专线
公交车停在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
园大门口，工人们鱼贯步入园区内的
各个工厂，开启一天的工作。

鹏盛工业园负责人季求海走进
园区第 12 家入驻工厂——真皮鞋
厂，仔细查看生产线建设进度。

“等新生产线建好，新招的乌方
员工和中方技术人员到位，鞋厂就能
开工投产，给当地和周边市场输出产
品。”季求海说。

作为中国企业最早在乌兹别克
斯坦投资建设的工业园，鹏盛工业园
就像一座大型能量泵。每天，来自乌
兹别克斯坦各地的矿产、建材、皮革
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汇入园区，在高
标准的技术车间加工、生产，“变身”
为数以千计的阀门、铜制水龙头、皮
鞋，再经从园区穿行而过的铁路专用
线，销往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俄罗斯

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市场。
鹏盛工业园制鞋厂负责人林莉

莉，仍记得2017年2月第一次走进工
业园时的场景——湛蓝的天空下，一
排排厂房整齐划一，每个工人的脸上
都神采飞扬。眼前的一切让她觉得，
在这里，有奔头，有希望。

说起这些年来工业园里的变化，
林莉莉感慨不已。园区内的工厂多
了，生产线扩大了，产业链延长了，产
量增加了，“鹏盛”的名字在当地越叫
越响。如今，塔什干市内时常可以看
到工业园的产品标志和广告，当地工
人都以在工业园工作为荣。

鹏盛工业园水龙头厂负责人杨
昌彪也认为，入驻工业园是正确决定。

2013年底，水龙头厂与乌兹别克
斯坦阿尔马雷克矿业公司达成合资
协议，成立“AWP卫浴”品牌。乌方的
矿产资源融合中方的制造能力，让小
小的的纯铜水龙头闯出一片大天地。
近年来，合资公司生产的纯铜水龙
头、阀门等产品，热销俄罗斯、中亚及
欧洲市场。近期，公司刚刚签下一笔
俄罗斯客户的大订单，并计划将业务
线扩展至整体卫浴。

最近，杨昌彪偶然发现，水龙头
厂兴建时种下的一棵树苗，不知不觉
间长成了一棵大树，如今已可以供人
乘凉。他盼着，工业园和工厂的发展
也如这棵大树，继续乘着中乌合作的
东风，愈加枝繁叶茂。

一所孔子学院

9 月 5 日，塔什干孔子学院打开
大门，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中方教师施健惊喜地发现，一张
熟悉的面孔再次出现——17 岁的乌
兹别克斯坦男孩宋伟博，获得了中国
政府奖学金，即将启程赴上海财经大
学学习。临行前，他决定回到孔子学
院，再“打磨”一番自己的中文。

中方教师马兰同样惊喜地发现，
一张熟悉的面孔消失了——41 岁的
学生蕾诺拉来电告知，她如愿找到一
份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即将与在南京
师范大学留学的儿子相聚。

“在乌兹别克斯坦，学习中文，到
中国求学、发展，或进入当地中资企
业工作，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塔
什干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萨奥达特·纳
西洛娃感慨，“一提到学中文，大家首
先想到的就是来孔院。”

中方院长杨士虎介绍，学院成立
17年来，发展特别快。尤其是近几年，
年年都有新故事。2018年9月，学院迁
入市中心的新校舍，教室增至 10 余
间，占地面积 850 平方米；2019 年以
来，学院与当地多所中学、高校合作，
新增 7 个教学点；2017 年至 2021 年，
学院连续5年主办乌兹别克斯坦汉学
发展暨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为多国
汉学家搭建交流平台……

30 岁的阿力曾在孔子学院学习
中文 3 年。如今，他是一家中国纺织
企业驻塔什干办事处的负责人。一口
相当标准的普通话，让阿力在跟中国
客户通话时，总被误认为是中国人。

乌兹别克斯坦人李小龙的微信签
名“活到老，学到老”，是他 13年前在
孔子学院学会的第一句中文。从小因
为喜欢功夫巨星李小龙而向往中国的
他，给自己起了现在的中国名字。他用
建房子形容自己学中文的过程——在
孔子学院打好“地基”，后面的“房子”
就盖得特别坚固。现在，李小龙的生意
与中国密不可分，生活蒸蒸日上。

而今，在越来越多乌兹别克斯
坦人眼中，学好中文意味着一个更
美好的未来。这两年，李小龙把哥

哥和朋友的孩子们都推荐去了孔子
学院，还再三叮嘱孩子们：“学好中
文，一定前途无量。”

一本图书

最近，经过一年多的翻译，30 岁
的乌兹别克斯坦译者康德完成了自
己的第 21 本中译乌作品——《墨子
公开课》。从事笔译工作 10 余年，这
是康德感触最深的一次翻译。

此前，康德对墨子及其思想知之
甚少。因此，尽管学习中文多年，也曾
参与《论语》《孟子》等的翻译，康德依
然做了很多“功课”。中国同事也帮他
搜集了大量阐释墨家思想的资料。

从陌生，到了解；从理解，到认
同；从喜爱，到敬佩。接触墨家思想越
多，康德心中的共鸣越强烈。

最让康德钦佩的，是墨家崇尚的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精神和主张
的“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思
想。“墨家思想能让全世界人民更和
谐地生活。我欣赏墨学。”一想到自己
的翻译可以架起一座桥梁，让更多乌
兹别克斯坦人领略中国传统思想的
魅力，康德便心生自豪。

这些年，在中乌两国，像这样的
“搭桥者”还有许多。

201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的博士臧红岩，与乌兹别
克斯坦籍同学欧贝克携手，在塔什干
共同创办了丝绸之路出版社，专注于
将中国优秀书籍翻译成乌兹别克语、
俄语等，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版、推广。
康德就是这家出版社的一员。

臧红岩和欧贝克有一个共同心
愿——打开一扇窗户，推动中乌人文
交流，让两国民众增进了解。他们精
心挑选书籍，用心组建翻译团队。同
康德一样，其他 20 多名受邀参与翻
译、编辑工作的乌兹别克斯坦汉学
家、翻译家，几乎都曾在中国学习、生
活，精通中文，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

近年来，《骆驼祥子》《中国河西走
廊》《中国工业遗产示例》等一大批有关
中国历史、文学、科技、医学的书籍，在
臧红岩、欧贝克、康德等人的努力下，被
翻译成乌兹别克语，摆上当地书架。

时间的长河见证着两国情谊丝
丝相连。如今，中乌人文合作更
热，民众友好感情更深，两国互学
互鉴的故事在更好地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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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中哈关系阔步向前，实现了从睦邻友好到战
略伙伴关系、再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推进，树
立了独一无二的双边关系定位，打造了相互尊重、睦邻友
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双方始终在涉
及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问题上坚定相互支
持，始终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始
终乐见对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事业不断取得进步。两国
是彼此信赖的朋友和相互倚重的伙伴，两国人民永远肩并
肩站在一起。

——摘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 13日在《哈萨克斯坦真理
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推动中哈关系在继往开来中实现更大发展》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文明古国，伟大的丝绸之
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

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和30年的互利合作表明，中乌
加强全面合作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对中乌关系的明天充
满信心，也满怀期待。

心有所向，路必不远。中方愿同乌方一道，牢记建交初
心，把握历史机遇，在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继续携手前
行，朝着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目标共同努力。

——摘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3日在乌兹别克斯坦《人
民言论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通讯社等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携
手开创中乌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