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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十年，
“一带一路”风华正茂⑨

环球之声

■ 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
2023年10月17日，印尼雅加达至

万隆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标志
着印尼迈入高铁时代，中印尼共建“一
带一路”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雅万高
铁正式开通运营后，雅加达至万隆的
旅行时间大幅压缩，极大改善当地交
通条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加
速度、提供新动能。

■ 尼日利亚首个现代化深水港
莱基港项今年初正式开港运营，

大大缩短了西非地区的货物运输时
间，有效提高了尼日利亚海运货物通
过能力，促进了尼日利亚进出口发
展。据估算，莱基港在未来 45 年特许
经营期间，可拉动约 3600 亿美元的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创造 17 万个就业岗
位，带来直接、间接商业收入约 1580
亿美元。

■ 孟加拉国首条高架快速路
达卡机场高架快速路项目（一期）

今年9月初迎来通车仪式。“项目开通是
孟加拉国交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
碑。”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在通车仪式
上表示，作为该国首条高架快速路，项
目通车极大改善了达卡城市交通状况。

■ 中东首个清洁燃煤电站
2020 年，迪拜哈斯彦清洁燃煤电

站1号机组并网成功，2021年2号机组
并网成功，开创了中资公司以投融资
和总承包模式进入中东电力市场的先
河；投运后可为迪拜提供 20%的电力
能源，大幅降低当地居民用电成本。

■ 东非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开通运营 5 年来，亚吉铁路累计

发送货物 743 万吨、旅客近 53 万人
次，运输收入保持着年均 35%以上的
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为包括柬埔寨在内
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诸多有利条件，
包括基础设施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的
增加、经济增长、民间往来等。我对中国
在其中发挥的引领作用表示由衷钦佩。

——柬埔寨首相洪玛奈

非洲曾是原材料的产地，如今正在
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发展能力。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项目给非洲带来基础设施
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提高了人
民生活水平，为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注
入动力。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
项目，巴中经济走廊在两国务实合作中
发挥引领作用，形成以走廊建设为中
心，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合作为重点的“1+4”合作布局，取
得丰硕成果。巴基斯坦很荣幸与中国分
享发展机遇，巴民众收获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两国友谊也不断深化。

——巴基斯坦总理卡卡尔

泰国的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相契合，以泰中铁路、林查班港口等
为代表的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正顺利推
进，促进了泰中在基础设施、5G网络、农
产品贸易等各领域合作，赋予“泰中一
家亲”新的内涵。

——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普坦

共建“一带一路”10 年来取得重大
成就，产生巨大国际影响力。得益于这
一倡议，塞尔维亚和中国在基础设施、
矿业、能源等重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务
实合作，极大促进了塞尔维亚经济社会
发展。

——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弗拉迪
米尔·奥尔利奇

图①：在智首个高压直流输电项目
现场，甘运良（右二）带领团队与当地技
术专家开展现场调研。

图②：在项目施工现场，张磊对新
进场的工人进行安全知识交底。

图③：张军（右二）在巴基斯坦卡洛
特水电站投产发电仪式上。

以上均为受访者供图
图④：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拍摄的

卡洛特水电站。 中国三峡集团供图

智利首个高压直流输电项目

“让中国的技术和经验成果惠及更多

国家和人民”

在相距中国 2万公里的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
上最干旱、太阳辐射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也是智利首个高
压直流输电项目的起点。

头戴白色安全帽的甘运良是这片沙漠的常客。作为项目
建设者，除了勘察现场气候环境和地质地貌，设计最佳的技
术方案，组织可持续的工程建设以保护当地脆弱的生态，甘
运良还会参加在线路沿途社区中开展的项目宣介会，解答关
于高压直流输电项目的疑惑。

“10 多年前，我与到访广州的智利同行交流，得知智利
地形狭长，能源基地和负荷中心相距甚远。当时就觉得，这个国
家非常适宜建设点对点的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运良回忆道，
那时拉美国家没有相关技术应用，合作的条件还不成熟。

随着“一带一路”的画卷徐徐铺开，越来越多能源电力项
目在海外落地。2021年，甘运良终于有机会把想象中的图景
变成现实。

这一年，南网国际公司与智利川斯莱科公司、哥伦比亚
国家输电公司共同组成三方联营体，成功中标智利北部安托
法加斯塔大区基马耳至中部首都大区洛阿吉雷高压直流输电
线路项目，并于次年成立智利直流输电联营公司（以下简称联
营公司），专门负责项目建设、运营和维护。

这是截至目前南方电网最大的海外绿地投资电网项目，
也将成为中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服务智利能
源转型和绿色发展。预计2029年项目将建成全长约1350公里
的输电线路，成为智利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距离最长、输送
容量最大、抗震等级最高的输电项目，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
超124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40万吨。

从业20余年，甘运良参与建设运营的直流输电工程中不
乏重大工程，但智利这一项目还是让他感到担子重、压力
大。“我们既要当好学习者，熟悉当地电力工程建设的要求、
标准及流程，又要架起沟通的桥梁，让当地民众和企业了解
中国技术、方案和标准。”甘运良说。

今年以来，联营公司已走进智利多个社区，向当地居民
科普高压直流输电技术，介绍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的努
力。每到一个社区，当地的年轻学生总会将甘运良团团围
住，向他抛出许多关于中国企业和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的问
题题。。同行的智利籍同事忍不住调侃同行的智利籍同事忍不住调侃：“：“AndyAndy（（甘运良英文名甘运良英文名），），
我们好嫉妒你呀我们好嫉妒你呀，，你怎么那么受欢迎你怎么那么受欢迎！”！”

““能收获项目所在国民众的信任能收获项目所在国民众的信任，，是对我们这些是对我们这些‘‘一带一一带一
路路’’建设者最大的认建设者最大的认可可。”。”甘甘运良说运良说，，站在高质量共建站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一带一
路路””新起点上新起点上，，还需一步一个脚印还需一步一个脚印，，用一个个高质量工程用一个个高质量工程，，擦擦
亮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亮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让中国的技术和经验成果惠及更多让中国的技术和经验成果惠及更多
国家和人民国家和人民。。

用中国标准建设斯里兰卡首座电视塔

“莲花闪耀的那一刻，我感觉所有的

努力都是值得的”

走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街头，无论在哪个角落，都能
看到高耸入云的地标——科伦坡莲花电视塔。高达 356米的
科伦坡莲花电视塔，是斯里兰卡首座电视塔，也是“南亚第一
高塔”。

斯里兰卡科伦坡莲花电视塔于2012年动工，2019年9月
正式竣工，2021年面向公众开放。2015年到2019年期间，中
建二局安装公司承担了斯里兰卡科伦坡莲花电视塔项目钢结
构和机电专业安装。

“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采用中国标准设计和建造的电视
塔项目。”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工程师张磊告诉记者，中国建设
者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完成了方案创作、初步设计以及建
造等全过程任务。

在此之前，斯里兰卡人接触的大多为英国标准，对中国
标准不熟悉、不了解。因此，如何让业主与监理们认可中国
的标准与产品，成了推进工作的首要课题。

为更好地体现“中国标准”，施工中的绝大部分材料先在国

内统一采购再海运到斯里兰卡。张磊还坚持将中国样品带至
项目施工现场。仅凭实物也不能直接扭转外国人的认知，于
是张磊又联系了当地实验室、查阅相关资料，将中国标准和
英国标准逐项试验、细致对比。他多次在工程技术讨论会
上，通过详细的参数资料和现场试验数据，在耐腐蚀、强度
等材料性能方面证明了中国材料的质量。最终，张磊的认真
劲和中国产品的高质量，获得了外方工程师的认可。

项目实施过程中，莲花塔 356 米的高度及特殊构造也给
施工带来了很多困难。其中，最难的就是塔顶的钢桅杆安
装。钢桅杆总长约90米，露出部分超过了60米。由于缺少大
型机械，中国的常规吊装方案在当地无法实现。

张磊说：“沿海城市风大，塔顶平均风力6到7级，人站在
上面都能感觉到明显的塔体晃动，更何况提升时的细微偏
差，多 1公分的晃动偏差都会导致前功尽弃。”经过多次技术
研讨，项目决定采用内提升法在顶部 290米平台搭设液压提
升平台，通过底层分段拼装，再整体提升至 356米高度的方
案。“当钢桅杆顺利出顶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距离莲花在南
亚闪耀又近了一步。”张磊说。

2019 年 9 月 16 日，伴随着绚丽的灯光秀和漫天的礼花，
斯里兰卡人民期待了 7 年的科伦坡莲花电视塔正式投入使
用用。。张磊说张磊说：“：“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莲花闪耀的那莲花闪耀的那
一刻一刻，，我感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感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斯里兰卡前总统西里塞纳在竣工揭牌仪式上时说斯里兰卡前总统西里塞纳在竣工揭牌仪式上时说，，莲花莲花
电视塔不仅是科伦坡市内最高的建筑电视塔不仅是科伦坡市内最高的建筑，，让科伦坡更具旅游魅让科伦坡更具旅游魅
力力，，也将成为斯里兰卡的国家标志性建筑也将成为斯里兰卡的国家标志性建筑。。

作为中国走出国门的首个电视塔作为中国走出国门的首个电视塔，，莲花塔的每道工序都莲花塔的每道工序都
是中国施工是中国施工、、斯里兰卡验收斯里兰卡验收，，实现了中国技术标准在海外的实现了中国技术标准在海外的

落地落地。。
“还记得莲花塔第一次亮灯，人们在莲花塔下双手合十，

虔诚祈祷。平时安静的路，那天热闹得像咱们过年一样。”张
磊说，“为当地老百姓带去希望与美好，我想这就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意义所在。”

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

“好比一场及时雨，解决了当地的燃

‘煤’之急”

卡洛特水电站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55公里外的杰
赫勒姆河畔，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大型水电投资项目。

截至今年 6 月 29 日，卡洛特水电站已安全运行 1 周年，
累计发电量 36.4亿千瓦时，满足了当地 500 余万人的用电需
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15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398 万
吨。一年来，电站安全平稳运行，实现了电力生产零事故、
零损失的目标。

“其实卡洛特水电站按计划不应该在 2022 年 6 月 29 日投
产。”三峡国际公司企业文化部主任张军告诉本报记者，2022
年夏天，持续多日的高温导致巴基斯坦多地用电量猛增，多
座城市的停电时间越来越长。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发生了大
洪灾，人民流离失所，经济损失惨重。

“6月正是巴基斯坦最热的时候，也是最缺电的时候，当
地人一直希望我们尽快投产发电，越快越好。”张军说。2022
年6月29日，卡洛特水电站提前54天全面投产发电，为当地
500万居民源源不断送去清洁能源，“这好比一场及时雨，解决
了当地的燃‘煤’之急。”

对巴基斯坦人民来说，卡洛特水电站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25 岁的巴基斯坦小伙阿萨姆·哈立德来自卡洛特水电站

附近的霍拉村。“我很幸运被选中参加了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提
供的奖学金项目，得以重返大学校园并获得电气工程学学士
学位。”阿萨姆·哈立德说，毕业后回到巴基斯坦，他毅然决定
加入卡洛特水电站，成为一名运营部的工程师。“卡洛特水电
站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希望学成归来后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阿萨姆·哈立德的同事穆罕默德·阿里·默蒙德加入卡洛特
水电站已有 6个年头，主要负责卡洛特电网输电线路建设的
协调工作。“我有幸见证了中国技术在卡洛特水电站项目的广
泛运用，这个项目不仅缓解了巴基斯坦电力供需矛盾，也改
善了许多人的生活。”他说，最自豪的就是“能把学到的用在卡
洛特建设中、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卡洛特水电站建设，给当地老百姓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这个项目改善了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扩建了
学校、修了路，我的孩子们可以就近上学了。”家住卡洛特
水电站附近的卡南德村村民穆罕默德电站附近的卡南德村村民穆罕默德··梅尔班分享了自己的梅尔班分享了自己的
亲身体会亲身体会。。

卡洛特水电站不仅能满足当地用电需求卡洛特水电站不仅能满足当地用电需求，，而且能为杰赫而且能为杰赫
勒姆河两岸农田灌溉提供支持勒姆河两岸农田灌溉提供支持，，保障了城市用水保障了城市用水。。此外此外，，三三
峡集团还为周边投资了峡集团还为周边投资了 2020多个公益项目多个公益项目，，包括学校包括学校、、医院医院、、
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为当地提供了能源和交通保为当地提供了能源和交通保
障障，，促进了地区基础设施促进了地区基础设施““硬硬联通联通”。”。

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生根——

这些“首个”，赢得赞誉
本报记者 徐佩玉

10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蓬勃发展，
取得丰硕成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
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
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

其中，不少中国建设者设计、施工、建
造的“首个”“首次”工程项目，显著改善了项

目所在国的基础设施水平，送去了技术与技
能，让当地人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拥有更多
就业和发展的机会。这样的项目还在不断
增加。

本报记者采访了“一带一路”上的部分“首
个”项目，听建设者、受益者讲述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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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第一”
闪耀在“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