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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之声

“一带一路”
共享繁荣

10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谋篇
布局的“大写意”发展为精谨细腻的

“工笔画”，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
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
台，成果有目共睹。

10年间，“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硕
果累累，打造了一个个“国家地标”

“民生工程”“合作丰碑”。减贫、农业
技术、职业教育等民生领域一个个接
地气的项目，有效提高共建国家人民
生活水平。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不断推进，将给各国的共同繁荣
带来更多机遇。

●就业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企业在共建
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为当地
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

●脱贫

预计到 2030 年，共建“一带一
路”可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
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全
球收入增加0.7%至2.9%。

“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孟基础设
施不足，促进孟工业化发展，创造就
业机会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提供了重
要机遇。

——孟加拉国财政部经济关系局
辅秘兼亚洲司司长侯赛因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倡议
促进互联互通，为共建国家带来繁荣，
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治
理架构。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
中心主任威伦·披差翁帕迪

中国关注道路、港口、工厂、学
校等项目，强调中非双方的互利合
作。中国与非洲国家以对等、双赢原
则打交道，构成国家间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实现所有国
家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这对非洲国家
帮助很大。

——阿尔及利亚广播电台记者穆
罕默德·瓦伊勒

过去几十年间，非中合作日益密
切，贸易往来发展迅速，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不仅帮助非洲国家提升了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还为改善非洲民
众健康水平、保障非洲粮食安全作出
长期重要贡献。

——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
法学教授让·埃里克·拉库图阿里苏瓦

当地民众从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的发展蓝图中受益，瓜达尔港的开
发不仅将改变俾路支省，也将改变整
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参议员萨娜·杰马利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
埃及开展了多个旗舰项目，中国和埃
及共建的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5万多埃
及民众直接或间接提供了就业机会。

——埃及驻古巴大使阿达维

图①：在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项
目现场，朱文昱（左）正在与外籍员工共
同探讨相关标准化管理方案。

图②：罗燕琴（右二）在坦桑尼亚
桑给巴尔食品营养海外班接受当地媒
体采访。

图③：卢润燕在越南一项目现场
为同事讲解工地标识布置规范。

以上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图④：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
中铁大桥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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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昱在孟加拉国修大桥——

“库尔纳的虾蟹更好卖了”

只需要12个小时，孟加拉国库尔纳地区的虾、蟹就能抵
达中国餐桌。这样的速度离不开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的通
车。作为大桥的建设者，中铁大桥局海外分公司市场开发与
外联部高级工程师朱文昱满是自豪。

库尔纳地区是孟加拉国西南部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区域，
盛产虾、蟹等水产品。帕德玛大桥通车前，人和货物都依赖
轮渡，码头拥堵，速度也慢，仅仅是将虾、蟹运送到首都达
卡就需要 2天时间，途中包装箱内的冰块一旦融化，就会导
致虾、蟹不新鲜，无法出售。

2014年，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开建，中铁大桥局中标承
建主桥工程，项目金额约15.49亿美元，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

自主中标金额最大的桥梁工程。
一建就是 8年，朱文昱几乎每年都要在孟加拉国待上好

几个月。
2019年，结束休假的朱文昱在入境孟加拉国时，信息卡上

填写的地址引起了边检人员的注意。“他一看我的地址就问我
是不是帕德玛大桥的建设者？项目还有多久完工？从他的语气
中能听出他对大桥充满了期待。”边检人员在朱文昱的护照上
盖上入境章后，一句“Welcome back to Bangladesh（意为‘欢迎
回到孟加拉国’）”让他感慨万千。“他们已经把我们这些建设者
当成了同胞，前往孟加拉国对我而言既是远行，也是回归。”

2022 年，帕德玛大桥终于建成通车。“我忘不了通车那天
当地人民冲上大桥庆祝时一张张开心的笑脸。”朱文昱说。

大桥的通车将原本需要七八个小时的过河通行时间缩短
至10分钟，河流两岸变得繁华起来。

有了帕德玛大桥，早上从库尔纳发出的虾、蟹，下午就可以
到达首都达卡，然后再运往世界各地。据孟加拉国有关部门统
计，每天有约200吨、市场价格超5000万塔卡（约333万元人民
币）的水产品从库尔纳运往达卡。“库尔纳的虾蟹更好卖了！”

朱文昱还观察到：“通车后，河北岸新建了工厂、加油站
等设施，周边居民的生活也日渐向好。就连我常去的那家炸
鸡店生意也一下子变红火了。”

据孟加拉国相关部门测算，大桥为孟加拉国带来每年

1.5%左右的GDP增长，受益人口达8000万以上。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我们海外工程人的使命。我们

的不懈努力坚守，把图纸变现实，使天堑化通途，让大家共
享繁荣。”朱文昱说。

罗燕琴组织参与两百多期援外培训班——

“一声声感谢最珍贵”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也是罗燕琴
加入保利中轻下属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的第二十年。中
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以下简称中国食品院） 承办的中国
政府援外培训班，通过分享中国食品行业发展理念，介绍中
国食品产业的最新业态和先进技术，提供具有较强操作性、
可直接借鉴的发展经验，帮助学员厘清本国发展的难题和挑
战。目前已累计培训了来自老挝、柬埔寨、泰国、巴基斯
坦、尼泊尔、赞比亚等134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多名学员。

职业生涯中，作为中国食品院总经理助理的罗燕琴参与
了 211期援外培训班的管理工作，收获了大大小小的工作成
就无数，但她始终认为“一声声感谢最珍贵”。

2019年，罗燕琴赴卢旺达组织卢旺达农产品加工及保藏
技术海外培训班。期间，一位往届学员瑞吉斯·乌姆吉兰尼兹
跑来与罗燕琴分享了他这几年的创业情况。他原是卢旺达青
年农业企业论坛农业加工主管，通过中国食品院组织的培训
班学习了用红薯粉加工面包的技术，还参观了相关的食品加
工设备企业。回到卢旺达后，他购买了中国生产的面包食品加
工机，开了一个红薯面包家庭作坊。由于当地原料价格低廉，独
特的技术和工艺使红薯面包口感好、成型漂亮、卫生安全，很快
打开了市场。经过2年发展，他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市郊买了
地，将家庭作坊扩建为面包加工厂，不仅为卢旺达各超市、
食品店供货，也成为当地企业和学校采购食品的供货商。

“感谢中国提供的培训机会，感谢中国食品院传授的实用
技术，这让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在卢旺达农产品加工
及保藏技术海外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瑞吉斯·乌姆吉兰尼兹分
享了自己的红薯面包加工厂案例，并鼓励其他学员也要将培
训班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践中。

2021年，一封给中国食品院的感谢信同时送到了中国国
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牙买加农村女性生产者联盟感谢中方为
牙买加农村女性生产者提供了参加食品安全和保障体系国际
培训的机会。信中这样写道：“培训课程很好地促进了人员互
动，让女性生产者学习了在小规模、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农业
层面推动食品安全和保障的知识。这种高水平的培训，让我
们的学习成果能够在农业价值链的各个层面得以体现。我们
期待在农业加工、温室农业、有机农业和研究等专业领域进
一步开展教育和培训活动。”

十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
额持续增长，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也为当地人提供了
就业岗位、增加了收入。

以格鲁吉亚为例，通过援外培训班搭建的桥梁，2015年
中国食品院与格鲁吉亚农业部国家葡萄酒局成立了格鲁吉亚

葡萄酒 （中国） 推广中心。罗燕琴说：“我们组织了 4期格
鲁吉亚酒类流通与推广研修班，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行业培训
了100多名学员。在过去的10年里，随着推广工作的不断深

入，格鲁吉亚葡萄酒受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参与
出口中国的格鲁吉亚酒庄从100家发展到441家，出口中国的
葡萄酒数量从26万瓶增长到约900万瓶，给格鲁吉亚农业领
域和葡萄酒领域创造了持续增长的就业岗位。”格鲁吉亚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格鲁吉亚对华出口 7.4 亿美
元，中国已成为格鲁吉亚最大出口市场。

外籍员工卢润燕加入中国建筑逾20载——

“我和我身边的人就是受益者”

作为中建二局越南籍员工，卢润燕 22岁时就加入了中国
建筑，至今已20多年。她先后投入到中建二局在越南承建的
多个重大工程项目中，见证这些项目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阮文灵大道全长 17.8 公里、12 条车道、10 座桥，是越
南胡志明市最宽的道路，也是中国建筑在越南承建的重要
工程。

卢润燕还记得，刚开工时，由于场地条件不足，只能采
取流动办公的方式，道路修一段，临时办公地便往前挪一
段。桥下地势低洼，雨季来临，整个办公区几乎都陷在泥泞
地里，寸步难行。

道路建成前，当地人得花 1个多小时从拥挤不堪的双车
道绕行，而如今通行只需20分钟。这也吸引了一大批投资涌
入，带动了周边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

2010年，在公司安排下，卢润燕与同事来到中国参观学

习。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脚下，仰望着高楼直耸云霄，她抓
着同事的肩膀说：“我以为 30多层的楼房就已经很高了，但
你看看这里！什么时候越南能像中国一样高楼林立啊！”不仅
见识了“中国高度”，她还体验了一把“中国速度”，在去机
场的路上第一次体验了磁悬浮列车。这一趟旅程，更加坚定
了她努力工作、建设家乡的信念。

回到越南后，她又投身越南茶荣省沿海市的沿海发电厂
一期项目。沿海市是位于湄公河两支流入海口滨海地带的一
个县级市，距离胡志明市约250公里。

“又是一段艰苦的历程。”卢润燕说，项目地处偏远，各
种资源匮乏，“我记得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前几天，海边的风浪
特别大，因为担心白天搭建的场地被海风破坏，大家只能凌
晨两三点摸黑搭建。”在卢润燕的印象中，那段时期，大家只
能租住偏远的民房，楼下办公、楼上住宿，电脑、打印机等
办公设备很难配备齐全，水电供应不足更是常有的事。

除了资源匮乏，人手也紧缺。建电厂对工人的技术水平
要求较高，当地的劳动力满足不了需求，只能花大价钱到胡
志明市招工。卢润燕说：“考虑到成本，项目便采取搭配模
式，技术要求低的工种采用当地员工，稍高一点的工种按比
例搭配。这种模式也极大提升了当地劳动力的技术水平。”

“几乎每个项目都能为当地提供上千个工作岗位。”卢润
燕说，这正是中国建筑一直强调的“属地化”经营，可以更
好地整合各方优势，带动当地技术革新，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要说这 10年的变化，不用说那么远，我和我身边的人
就是受益者，我们都享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卢
润燕说，每天上班，她都要经过阮文灵大道和顺桥广场，“看
着这些我参建的项目，望着那些高耸的楼宇，看着周边完备
的各项配套设施，我感觉拓宽的不仅仅是道路，还有我们的
幸福空间。”

“我们都享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我们都享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十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下，中国派出了一批批人才、承建
了一个个项目，与共建国一起完善当地
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发展、构建起民生
服务网络。

这是一条共同繁荣之路，不仅有贸
易兴盛、产业兴旺，更带动当地民众学
到了技能，增加了就业机会，多了一份
收入。

近期，本报记者采访了3位项目参与
者，听他们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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