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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凯到上海”
中秘两国驶向共同发展繁荣新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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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霍尔果斯
铁 路 口 岸 换 装
场 。（4 月 18 日
拍摄）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

▶4月19日，
在中哈霍尔果斯
国际边境合作中
心内，来自哈萨克
斯坦的游客进入
中国境内购物。

新华社记者
陈 朔摄

由中企控股和投资开发的钱凯港位于秘鲁首都利马
以北的钱凯湾内。从空中俯瞰，约 2.6 公里长的防波堤像
巨臂一般环抱住码头设施，以阻挡太平洋海浪的侵蚀。

钱凯港项目是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拉美地区新的枢纽港和太平洋门户
港，可大幅缩短秘鲁到亚洲的直航时间。

钱凯港项目一期工程始建于2021年，包括4个码头
泊位。港口最大水深达 17.8 米，能停靠 1.8 万标准箱的
超大型集装箱船，可实现近期每年 100 万、远期 150 万
标准箱的设计吞吐能力。该项目总体进度已超过 80%，
码头主体结构已完工。

记者近日走访钱凯港时看到，码头操作区内，数台
从国内整装运来的自动化轨道吊已安装完毕，横梁上

“中远海运，钱凯码头”的英文字样十分显眼。刚刚到
港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静静矗立在运输船上。

中远海运港口秘鲁钱凯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波见证
了港区 3年间的沧海桑田。“山丘变平地，沙滩变堆场，
防波堤和码头屹立水上，港机上岸，一栋栋生产和办公
建筑拔地而起，项目即将建成，我们非常欣慰。”

近 3 年，“从钱凯到上海”，已成为秘鲁的流行语。
何波告诉记者，这两座重要港口城市的西班牙语发音非
常相似，当地人一开始还会混淆，如今已格外熟悉。

待港口建成，这句流行语将变为现实。随着这条中
拉之间陆海新通道的开辟，秘鲁与中国之间的海运时间
将缩短约10天。钱凯港定位为秘鲁门户港和区域枢纽港，
通过隧道与泛美公路相连，直达首都利马，使来往货物能
便捷通达秘鲁以及拉美各国，极大提升贸易便利。

在钱凯港项目工程部副经理戴维·加梅罗看来，这
座港口将为秘鲁及周边地区的发展繁荣创造新机遇。

“钱凯港将帮助秘鲁提升海运效率，加深与亚洲地区国
际贸易合作。除直接经济效益外，巨型港口还将承担地

区枢纽作用，带动南美洲整体物流价值链发展，促进科
技与工业化发展，产生乘数效应。”加梅罗说。

得益于中国的先进技术与中企的环保意识，钱凯港
得以建设成一座绿色低碳的现代化智慧港口。码头工作
人员为记者演示了具备自动驾驶技术的电动集装箱卡
车，车辆行驶安静轻巧、路线精准。港区试运营后，这
些无人车将实现全自动运行，提高集装箱作业效率。

项目工地入口不远处有一处湿地。傍晚时分，湿地
的鸟儿起起落落，一派生机。

何波说，承建港口的中企在施工中注意对噪音、灯
光、扬尘的控制，尽量降低对这些湿地“居民”的影
响，并积极参与救助海豹、企鹅、鹈鹕等动物，帮助改
善项目周边生物栖息地环境状况。

钱凯港项目也是知识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当地
员工与项目共同成长。钱凯港项目启动之初，秘鲁年轻
人丹尼尔·哈雷斯还是一名刚入职场的实习生，如今 27
岁的他已成长为项目工程部合同管理员。

哈雷斯说：“参与港口建设这几年，我不仅学到了沟
通谈判、项目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还接触了解物流、工
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感觉自己正不断成长、更加专业。”

随着钱凯港建设不断推进，项目的工作岗位在当地
成为热门。里卡多·帕尔玛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孙燕告
诉记者，这所孔院的许多秘鲁学生都期待能凭借语言优
势应聘到钱凯港的翻译、技术、操作人员等岗位。23岁的
莱迪·塔皮亚说：“掌握中文是找到好工作的敲门砖……
我和同学们都在关注钱凯港项目的招聘职位。”

按计划，钱凯港今年10月将具备试运营条件。哈雷
斯说，参与港口建设的这几年里，他与中方团队的友谊
不断加深，也更加期待深入了解中国。“待到港口落
成，我一定要尽快去中国看看”。

（据新华社电 记者赵凯、朱雨博、席玥）

近日，意大利佩鲁贾诺尔恰市卡斯特卢乔村的花海美不
胜收，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玩。

阿尔贝托·林格利亚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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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往来日益密切

在中哈边境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一辆
辆冷藏保鲜货车正有序通过。借助农副产
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货品从装运上
车到通关出境的时间由原来的几天缩短至
1 小时。记者在哈萨克斯坦采访期间看
到，不少当地年轻消费者的手机上装有中
国电商平台应用程序。他们告诉记者，从
这些平台上购物非常方便和实惠。

中哈两国山水相连，经济互补性强，
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双方贸易往来日益密
切。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涵盖从能源到农产品等各领域。
1992年，两国贸易额为 3.68亿美元。2023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410.2 亿美元，提前
完成两国元首提出的 2030 年贸易额达 400
亿美元目标。

随着中哈贸易不断深化，越来越多哈
萨克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去年，哈萨
克斯坦国家馆在中国电商平台上线，中国
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品尝坚果、驼奶
粉、红花籽油等哈萨克斯坦特产。哈萨克
斯坦连续 6 次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签署了总价值约 3 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哈
方企业踊跃报名参加今年的进博会，预计
参展规模将扩大5倍。

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托
列巴耶夫表示，哈方愿扩大对华农产品出
口，并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哈投资兴业。

互联互通持续深化

今年 2 月 28 日，一列满载日用百货、
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等货物的中欧班列
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随着这班列车开
行，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哈合作共建的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
正式投运。

依托中欧班列，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
将推动中国进出口哈萨克斯坦货物在西安
快速集散分拨，并形成哈萨克斯坦在中国
的商贸物流集散中心。西安浐灞国际港自
贸业务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该码头，哈
萨克斯坦的商品还可以南下广西，进入越
南、泰国、缅甸、老挝，对外开放多了一
条经贸“大动脉”。

哈萨克斯坦是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国
家。2023年，过境哈萨克斯坦的中欧班列
超过 1.3 万列，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近年来，中哈大力发展过境运输和国
际陆海多式联运，成功搭建全方位、立体
化互联互通网络，已开通 7 对常年对开口
岸、5条油气跨境运输管道、2条跨境铁路
干线和 1 个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两国建成

“双西公路”中哈段、中哈连云港物流合
作基地、霍尔果斯—东大门无水港等一系
列标杆项目，成功把面向太平洋的出海口

“搬”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家门口，极大促
进陆海跨境联运便利化。

中哈天然气管道ABC三线并行，单线
长度均约1310公里，是中国—中亚天然气
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油国际管道公司
中哈天然气管道合资公司总经理凯伊波夫
表示，该项目在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同
时，还历史性地解决了哈南部地区天然气
供应不足问题，带动当地上万人就业。

“哈中天然气管道连接的不仅是两国的能
源设施，更是哈中人民的友谊。它是管
道，也是桥梁，促进两国基础设施的互联
互通，也增进了两国民心相通。”

产能合作提质升级

近年来，中哈两国建立产能和投资对
话机制，成立产能合作专项基金，形成内

容丰富的产能项目清单，产能合作蓬勃
发展。

作为中哈产能合作框架下的重点项目
之一，哈萨克斯坦巴库塔钨矿项目为当地
创造约 1000 个就业岗位。阿依古丽·阿克
特莱沃娃是该项目人事经理助理，2022年
从中国西南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工作。她
告诉记者，项目部努力为员工创造更好的
工作和生活条件，中方员工也帮助她尽快
适应岗位，“我在这里工作很开心，为能
参与项目建设深感自豪。”

能源是中哈务实合作的重要领域。中
哈继续深化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合作，积
极拓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合作。在
哈萨克斯坦政府制定的 《国家工业创新发
展战略2025》 中，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设备
被作为工业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哈萨克
斯坦政府计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和充电
设备的产值达到 100亿美元，创造 10万个
就业岗位。江淮汽车、宇通客车等纷纷进
入哈萨克斯坦市场，助力当地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
两国新能源合作项目在哈成功落地和

运营。札纳塔斯风电场、图尔古孙水电
站、阿克莫拉州风电场等项目，为哈萨克
斯坦实现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助力。“哈中
在绿色能源领域的众多成功合作，给哈萨
克斯坦带来了技术与经验。”哈萨克斯坦
经济学家阿尔马斯·丘金表示。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霄表示，近
年来中哈合作不断开拓新领域、打造新亮
点，双方在医疗卫生、跨境电商、数字经
济、汽车制造、现代农业等新兴领域合作
势头迅猛。未来，中哈将在共建“一带一
路”框架内积极支持跨境电商、数字经济
等新业态发展，加快实施战略性合作项
目，推动能源矿产、冶金化工、基础设
施、物流运输、装备制造、农业粮食等领
域合作全面发展，持续为双方经贸合作注
入动力。

（本报阿斯塔纳7月1日电 记者谢亚
宏参与采写）

中哈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张朋辉 白 阳 赵益普

哈萨克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

地。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哈合作成

就斐然。双方成功实施多个重要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项目，率先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搭建全方

位、立体化互联互通网络，提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

水平，培育绿色能源等领域新增长点。中哈经贸合

作不断走深走实，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持续惠

及两国民众。

加龙河畔，波尔多码头人头攒
动。6 月 27 日至 30 日，2024 波尔多
葡萄酒节在法国波尔多市举行。宁
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受邀代表
中国葡萄酒产区首次亮相这一国际
葡萄酒盛会，向参观者展示中国葡
萄酒业发展成果。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
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伊国涛说，此
次产区共组织15家酒庄携60款佳酿
参展，其间还举办“宁夏—波尔多
友谊之夜”推广活动、波尔多产区
酒庄文化交流活动等。

“非常荣幸作为中国首个受邀产
区参加此次活动，这是对贺兰山东
麓葡萄酒品质的肯定。我们将借助
波尔多葡萄酒节这一平台，积极促
进宁夏与波尔多两地在葡萄酒技术、
文化等方面的融合，推动中法两国的
文化交流与合作。”伊国涛说。

波 尔 多 市 作 为 世 界 葡 萄 酒 圣
地，以其卓越的葡萄酒品质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享誉全球。波尔多葡萄
酒节自 1998 年创办以来，经多年发
展，不仅成为当地人引以为豪的文
化遗产，也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
地的葡萄酒爱好者，现已成为世界
最大的葡萄酒盛会之一。

“作为展示技艺和推动可持续发
展的平台，波尔多葡萄酒节的使命
是激发更多人去探索葡萄园，脚踏
土地、触摸葡萄藤、走进酒窖，共
同探索波尔多的美酒与风土，了解
新一代葡萄酒从业者的工作。”法国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推广总监克
里斯托夫·沙托说，首次邀请中国产
区参加此次节庆活动，是因为近年
来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表现
优异，且与波尔多产区合作密切，

“40多款宁夏葡萄酒曾在波尔多葡萄
酒城展示3年”。

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与法国波
尔多产区在纬度上相近，是业界公
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
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
于 2013 年被编入 《世界葡萄酒地
图》，成为世界葡萄酒产区新板块。
截至 2023 年年底，宁夏酿酒葡萄种
植和开发面积 60.2 万亩，是中国最
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年产
葡萄酒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
第一位，综合产值超400亿元人民币。
多年来，宁夏与波尔多产区在葡萄种
植、酿酒技术、文化交流等方面保持
紧密合作关系，共同推动葡萄酒产业繁荣与发展。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今
年 5 月达成的 《中法关于农业交流与合作的联合声
明》 指出，中法两国在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领域
联系的加深还体现在法国对中国在 2024年加入国际
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的支持上，法方愿持续
关注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共同提升葡萄与
葡萄酒产业发展水平。

“中国加入OIV对世界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意义重
大，有利于国产葡萄酒国际地位与认可度的持续提
升，有利于推动中国葡萄酒走出去，有更多机会与
葡萄酒优势产区与国家进行品种、技术、教育、人
才、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宁夏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黄思明表示，将邀请波尔
多产区参加定于8月在宁夏举办的中国 （宁夏） 国际
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继续推动中法两国葡萄酒
产业交流与合作。

（据新华社电 记者孙鑫晶、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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