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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货品到中国

时下正是南半球车厘子的新产季。日前，一架搭
载 60 吨智利车厘子的临时包机货运航班降落在宁波机
场。从采摘地起飞到落地，这架“飞的”全程用时不超
过 30小时，第一时间把鲜果运往中国市场。

智利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如今已成为中
国第二大鲜果进口来源国。智利出口促进总局的数据
显示，2024 年 1 至 5 月，智利食品出口总额为 99.5 亿美
元，其中，对华出口食品额为 25.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6%。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智利安第斯
山脉高海拔地区的雪山车厘子作为全球首发新品亮相
会展。

在巴西，更多优质肉类产品也在运往中国。今年，
有 38 家巴西肉类加工商获准向中国出口肉类产品，获
得出口授权的巴西肉类加工企业数量从 106 家增至 144
家。巴西媒体报道称，这批企业获得出口授权，意味
着巴西将在一年内增加 100 亿雷亚尔 （约合 20 亿美元）
贸易额。巴西动物蛋白协会表示，中国目前已成为巴
西牛肉、鸡肉等肉类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据秘鲁安第斯通讯社报道，近年来，秘鲁农产品
对华出口大幅增长，秘鲁的蓝莓、鲜葡萄、牛油果等
农产品在中国市场受到欢迎。秘鲁农业发展与灌溉部
表示，通过与中国的进一步经贸合作，秘鲁的栗子、
山核桃及肉类产品有望扩大出口。

联 合 国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经 济 委 员 会 发 布 的
《2024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际贸易展望》 报告显示，中
国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2000 年
至 2022 年，中拉货物贸易总额增长 35 倍，而同期该地
区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总额增长 4 倍。2023 年，中拉货
物贸易额达到 4890 亿美元。今年前三季度达到 4274 亿
美元，同比增长 7.7%，全年有望突破 5000 亿美元。

经贸合作活力足

遥远的国家成为鲜果来源国，优质肉类“跨洋”运
往中国……“中国餐桌”收获越来越多“拉美好物”，折
射的是拉美经贸合作活力。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
究员万喆对本报记者表示，中拉在资源禀赋、产业
结构等方面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发展战略相互契
合，加强经贸合作有天然优势。新世纪以来，中拉
货物贸易额增速远高于同期拉美和加勒比同世界其
他地区增速。

“拉美对华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在中国的进口中占
据着重要份额。其中，农产品是中拉经贸合作的重点
领域之一。”万喆说，“越来越多拉美特色农产品进入
中国市场，既丰富了中国民众的日常消费选择，也给
拉美企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目前，中国已与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厄瓜
多尔、尼加拉瓜等 5 个拉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同洪都
拉斯签署了自贸协定早期收获安排。11 月 14 日，中秘
双方在秘鲁利马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
和国政府关于升级的议定书》。

“中国和拉美国家政府间各项经贸合作机制不断完
善，有力促进了双方货物贸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
究院拉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曹廷对本报记者表
示，自贸协定降低了关税壁垒，促进双边贸易往来。
同时，已有 22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在各项贸易畅通便利条件下，中拉贸
易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此外，中国还与多个拉美国
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委会机制，推动贸易、投资、基
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其中，中国与部分拉美国家
对口部门建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有力地推动了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

中拉电子商贸合作也为拉美食材提供了更便捷的
贸易通道。巴西马黛茶、古巴朗姆酒、智利名庄红酒、
乌拉圭高品质牛肋条……2023 年 8 月，京东上线拉美综
合国家馆，面向消费者推介拉美特色商品。社交电商
抖音海外版、快手海外版、拼多多海外版等也设立拉
美站点，推进当地电商业务。

“数字经济推动中拉贸易走上快车道。”万喆说，
中拉双方抓住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发展机遇，积极签署
相关文件、大力开展跨境电商合作，成为推进贸易畅
通、增进中拉双边人民福祉的良好实践。

“中国从拉美进口产品的来源地、产品种类、进口
渠道日益多样化，彰显中拉关系愈发紧密，中拉贸易
的潜力正得到进一步发掘。”曹廷说。

互利共赢前景广

分析指出，中拉经贸合作密切，提振了全球增长
信心。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和拉美地区国家
之间的关系却日益密切。中国在促进拉美国家经济发
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拉丁美洲经济体
系常任秘书克莱姆斯·恩达拉近日表示，拉中关系是
当今世界最富生机与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是拉
美第二大贸易伙伴。拉中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
为拉美国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万喆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恢复缓慢，逆全球化和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和拉美国家同为“全球南方”国
家，双方贸易在逆势中保持增长，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
范。中拉贸易快速发展，既是对贸易自由化和多边主义
的坚定支持，也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正能量。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拉美地区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
一。中拉贸易保持活力有助于全球经济平稳发展，有
利于促进各方凝聚发展共识。”曹廷说。

“中拉互视彼此为发展机遇，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拉货物贸易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实现更高
水平的互利共赢。”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日前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

秘鲁农业发展与灌溉部部长安赫尔·马内罗日前
表示，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形成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
规模市场。马内罗表示，期待更多秘鲁农产品来到中
国，中国将是支持秘鲁出口增长的重要市场。

“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及巴
西、智利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大多数拉美国家支持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重视中国市场。未来，中拉贸易
有望持续向好。”曹廷说。

万喆表示，近年来，中拉经贸合作逐渐从传统领
域向新能源、数字技术、跨境电商等领域拓宽，双方
合作提质升级，不断释放新的活力。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 4 亿，对高品质消费
产品需求大。”万喆表示，中国通过进博会、“丝路电
商”等多种机制平台加大对拉美高品质产品进口，将
与更多拉美国家分享中国超大市场机遇。

安第斯山东麓的门多萨：

一座与中国联系日益加深的城市

近日，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国
际会展中心 （宝安） 举办。来自 10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 余
家知名企业与国际组织参展，4300 余个新技术、新产品、新成
果同期发布。图为参观者在一家无人机展台参观。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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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经贸往来密切，货物贸易增长

“中国餐桌”迎来更多“拉美味道”
本报记者  林子涵

不久前，沿着“水果快线”直航航线，载有秘鲁蓝
莓、厄瓜多尔香蕉等鲜果的海轮驶入天津港联盟国际
集装箱码头。这批货物第一时间被送往天津港国际物
流冷链基地，并销往中国多地。

近年来，搭乘中拉经贸合作“快车”，越来越多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特色应季产品来到中国。巴西的咖
啡、洪都拉斯的白虾、尼加拉瓜蜂蜜等“明星产品”日
益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

自2012年来，中国一直稳居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
伙伴。中国也是巴西、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第一大
贸易伙伴。专家表示，中拉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经贸合
作优势明显。未来，中拉货物贸易有望保持增长，带动
更多“拉美味道”增鲜“中国餐桌”。

驱车行驶在阿根廷西部城市门多萨，路旁是成片的葡萄园，
远处是层峦叠嶂的积雪山峰。

门多萨位于安第斯山脉东麓，靠近智利边境，是世界著名
葡萄酒产区之一。虽与中国相距遥远，但记者发现这座城市里
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这是一座与中国联系日益加深的城市。

“中国已成为我们的最大市场”

刚走进城郊的“印第安谷”酒庄，记者就发现一排排码放
整齐的葡萄酒瓶，专门用于灌装出口中国市场的葡萄酒。据介
绍，只要中国客户一下单，这些酒瓶就会立刻被送入灌装间，
随后贴上商标发往中国。

“我们主要生产中高档葡萄酒，2018 年开始对华出口。从最
初的每年 8 千瓶到现在每年 3 万瓶，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的
最大市场，这些订单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酒庄负责人莱昂纳
多·博诺莫说。他将这归功于每年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不仅提升了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也让他们与中国客户
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对此，门多萨省促进出口与招商机构“为了门多萨”基金
会总经理帕特丽夏·希门尼斯说：“本地企业对进博会的反响都
很好，展会对企业拓展中国市场的作用显而易见。今年我们共
有 15家葡萄酒企业报名参加进博会。”

据该机构统计报告，门多萨省去年共向中国出口价值约3900
万美元的葡萄酒、橄榄油、樱桃等产品。“我们正努力解决物流成
本等问题，希望在中国市场占据更重要位置。”希门尼斯说。

中国电动客车助力绿色发展

拜访完酒庄，记者来到门多萨市区。这里，一些红色公交
车穿梭于林荫道，车身上“百分之百电动”的标语非常醒目。

这是门多萨于 2019 年从比亚迪和中通客车购入的电动巴士。由
此当地第一支电动公交车队正式投入运营。

“旧公交车噪声大，污染重。而来自中国的电动巴士很安静
环保，我非常欢迎这种升级换代。”乘客坎帕纳告诉记者。

门多萨交通协会董事会主席丹尼埃尔·比尔切斯说，这些
来自中国的电动巴士品质优良、设计现代、高效舒适，深受市
民喜爱。此外，它们正助力改善门多萨的空气质量。

“比亚迪和中通客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完善的维护服务，还
传授了相关专业技术，这大大提升了我们员工的业务水平。我
们考虑购买更多中国电动客车。”比尔切斯说。

中华文化在门多萨落地生根

当记者来到门多萨的一所中医药高等技术学院，中医讲师
罗德里戈·莱莫斯正向学生们示范推拿技术。他不时讲解动作
要 领 ， 指 出 穴 位 ， 演 示 推 拿 力 度 。 学 生 们 围 着 治 疗 床 专 注
观察。

“我们学校成立于 2004 年，主要教授针灸、推拿等传统中医
治疗方法，现有学生 50多名。”莱莫斯介绍。

除授课外，莱莫斯还会接诊，在其日程安排中未来两天有
16 位患者预约。他表示，中医凭借其独特的治疗和健康理念，
正被越来越多阿根廷人所接受。

除了中医的推广外，今年 10 月 9 日由中国南京师范大学与
阿根廷国会大学合作共建的阿根廷国会大学孔子学院在门多萨
举行揭牌仪式，这是在阿根廷成立的第四所孔子学院。

门多萨省副省长卡萨多在孔院揭牌仪式上表示：“中国文化
源远流长，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同样令人钦佩，我们可以学
习借鉴。新的孔子学院将为年轻人提供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的
机会，为未来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打下基础。”

（据新华社电  记者蒋  彪）  

从巴西圣保罗市中心驱车两小
时到达圣保罗州大瓦尔任-保利斯塔
市，沿途密集的居民区逐渐变得稀
疏，在一片林间草地上，一座干净
的现代化园区赫然在目。

这座园区是巴西圣诺伦索供水
项目，由中国能建投资运营，并与
圣保罗州基础卫生公司合作实施，
项目设计日供水能力 41 万吨，可满
足该地区 7 个城市近 200 万居民的清
洁用水需求。

据项目公司总经理助理李琪介
绍，项目自来水厂的水处理过程全
部实现全自动，工人可在屏幕前检
测各个环节运行状态。专项巡检外，
当出现异常提醒时，工人会再定点
检查。

取水、混凝、沉淀、过滤、消
毒，园区内每个水处理环节清晰展
现了河水变清再到供给千家万户的
全过程。项目公司总经理马塞洛·因
达梅告诉记者，圣诺伦索供水项目
2014 年开始施工，历时 4 年完成建
设工程。“2014 年圣保罗州经历了有
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危机之一，这
个项目无疑提高了圣保罗大都市区
的用水安全性。”

自 2018 年 7 月正式投入商业运
营以来，圣诺伦索供水项目已为圣
保罗州提供清洁用水累计近 7 亿吨，
创造就业岗位数千个。项目还与圣
保罗州其他供水项目和管网直接相
连 ， 间 接 使 该 地 区 近 2000 万 居 民
受益。

加布里埃尔·内格朗是项目自
来水厂的一名工程师，在这个项目
工作了 6 年多时间。内格朗说：“我
的工作是机电日常维护，每天都在
学习水处理和设备维护等方面的技
术。同时，通过中国同事，我们还
能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对在
这里工作的人来说，巴西和中国两
国的文化交流也非常重要。”

据了解，项目建设前，当地面
临可用水资源减少、用水压力增大、
基础设施老化等难题，水处理和供
应能力难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内
格朗说，如今即使在干旱季节，当
地居民也能在家中得到充足供水。

记者走进当地一户人家，女主
人正在清洗餐盘准备午饭，她和丈
夫丹尼尔·罗德里格斯已在这个社
区居住 30 余年。“以前我们经常面临
水压不足和缺水的问题，自从圣诺
伦索供水项目建成后，这些问题不
复存在，水质也变好了。”罗德里格
斯说。

他告诉记者，水厂给附近有就
业意愿的居民提供了技能培训，被
雇用的居民不再需要开车两三个小
时到圣保罗市区工作了，从这里骑
车 10 分钟就能到工作地点，居民生
活质量因此得到很大改善。

项目公司总经理因达梅对记者
说：“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巴西投资
不断增长，巴西需要这些投资。今
年是巴中建交 50 周年，期待两国企
业深化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新华社电  记者周永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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