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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2014 年结束驻沙特的外派工作后，我每

年还是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待在沙特，下周还约

了不少当地客户见面。”10 月 12 日，记者见到

刚从沙特回国的江铃进出口公司中东非洲部

大区经理李闯时，他正忙着和客户联系。

2007 年年底，李闯开始着手开拓沙特市

场，和当地经销商一起寻找江铃汽车出口的机

会。李闯说，刚到沙特时，为了寻找机会，他挨

家挨户上门走访。“每年 4 到 10 月是沙特的夏

季，气温常常高达 50℃，人就像在火炉里烤一

样。”在沙特待了 7 年多，只要能叫得出名字的

大公司，李闯都能马上说出其大概位置。

2017 年 6 月，李闯得知沙特第二大企业接

手了吉达市蚊虫防治工程，急需一批皮卡车。

为了争取到这笔订单，他和团队多次上门，邀

请对方试乘试驾，最终签下了这笔 426 台柴油

皮卡车的批售订单。李闯告诉记者，到目前为

止，江铃是中国唯一一家卖给沙特地方政府汽

车的企业。“这对江铃与当地企业建立良好关

系，进一步开拓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我国与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

近年来，江铃在沙特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销

售车型由最初的柴油皮卡和轻卡，到如今的中

巴、轻客等。

“从最初对‘中国制造’的不了解，到如今

沙特市场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这是

共建‘一带一路’给企业带来的机遇。”李闯对

未来充满信心，“现在，街上跑的江铃汽车就是

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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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出车质量情况、核对车号、

检查装车数据……10 月 15 日，赣州

国际港站货运员温天游像往常一

样，在赣州国际陆港内开展班列交

接检查工作。这是温天游到这里工

作的第七个年头，他所在的班组主

要负责赣州国际港站中欧班列的开

行检查工作，以确保运输通畅。

赣 州 国 际 陆 港 中 欧 班 列 自

2017 年开行以来，发送的货物越来

越丰富，出口货物逐步从日用百货、

服装鞋帽、灯具、家具、机械设备、电

子产品等 10 余种商品品类，拓展到

蔬菜、冷链生鲜、新能源汽车等数千

种商品品类。

“现在检车作业量明显增加，最

开始每周有 1到 2列，如今每天最多

的时候有 4 到 5 列进出。”随着赣州

国际陆港中欧班列不断增开班次、

拓展线路，温天游也越来越忙。

“钢铁驼队”飞驰“一带一路”，

中欧班列“朋友圈”持续扩大。截至

目前，赣州国际陆港已累计开行中

欧班列 1440 趟，发送货物 110 余万

吨。温天游和同事用自己的辛勤付

出，为“钢铁驼队”保驾护航。“一列

中欧班列查下来，我们要走将近 2
公里的路程，平均一天下来要走上

七八公里的路程，我们走得多，是为

了班列在路上能够开得更稳。”温天

游说。

中欧班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从慢到快，谈起共建“一带一路”十

年来的变化，温天游说：“很荣幸成

为中欧班列开行参与者，见证了共

建‘一带一路’的发展。我的工作虽

然平凡，但能为中欧班列平稳驶出

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切努力都有了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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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又要去非洲种水稻

了。”10 月 13 日，记者来到南昌市新建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胡铭正在整理要带往赤道

几内亚的物品。

水稻种子 17 个品种共 45 公斤；蔬菜种子 23
公斤；育秧盘 100 片……胡铭不时低头思索，反复

核对。“尽量把东西带齐全些，这样才能多做实验

和测试，让非洲人民吃上更多‘江西粮’。”他查阅

资料得知，赤道几内亚 70%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

生产，粮食却不能自给。“希望我们的到来，能为他

们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赤道几内亚人民对水稻生

产的渴望，把他的思绪拉回到几年前。

2017 年 8 月 至 2019 年 7 月 ，胡 铭 曾 在 刚 果

（金）开展农业技术援助。他和全队其他人员一

起，在该国的上加丹加省试种水稻成功。当地百

姓看到金黄色稻穗时的笑脸，胡铭记忆犹新。

当时，为测试水稻在刚果（金）野外环境下的适

应情况，胡铭还和队里两名水稻种植农技师一起，

在长满杂草的沼泽地旁开辟了两亩水田。当地官

员开玩笑说：“这种地方能种水稻，那简直是奇迹。”

“去开荒地，光坐车就要 3 个小时，下车后，还

要蹚过一条齐腰深的河流，每次到那都已经是中

午了。”胡铭告诉记者，野外工作时，一个鸡蛋、一

根玉米，外加几个馒头，就是他的标配伙食。功夫

不负有心人，野外测试的水稻亩产超过预期。

在江西，像胡铭这样的农业援外人员还有不

少。十年来，我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在加强农业对外合作机制平台建设、农业援外、南

南合作、经贸科技往来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2018
年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南

南合作特别贡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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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在赞比亚中央省卡布韦变电站

项目现场，50 余名工人正忙着防雷接地网施工。

“变电设备已经进场，马上就可以开始安装，年底

前应该可以顺利竣工。”眼看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赞比亚）有限公司经理

裘有超松了一口气。

2016年，江西国际与 10余家欧美跨国工程承

包企业同台竞标，最终凭借扎根赞比亚 40 年积累

的信誉和履约能力，成功中标赞比亚国家电力公

司卡布韦至潘索罗 330 千伏输变电项目，线路全

长约 300 公里，合同额为 1.34 亿美元，是迄今赣企

在海外承建的最大输变电项目。

从首都卢萨卡到变电站项目工地，约 160 公

里的路程，单程需要 3 个多小时。这条并不平坦

的路，裘有超每隔几天就要跑一趟。“能不能高标

准高质量建设，按期完工投产，事关企业的信誉

和海外形象。”裘有超说，“我们要用一个个精品

项目，让‘江西建设’名片更加闪亮。”

裘有超说，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一条连接

赞比亚与坦桑尼亚、肯尼亚的国际电网互联和电

力交换的能源输送通道，可提高沿线 5 个省的农

村地区电力普及率，点亮万家灯火。

2011 年 10 月，刚出大学校门的裘有超，便被

派往陌生而遥远的非洲大陆。12 年来，他辗转加

纳、赞比亚等非洲国家，从普通施工员、项目经理

到公司负责人，实施了一大批水、路、桥等领域民

生项目，“看着自己参建的项目为当地人民提供

安全的饮水、畅通的道路、可靠的能源保障，心里

就有满满的成就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江西国际

在亚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的 50 多个共建国

家，承建了近 300 个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和中国政

府对外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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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我们智利工厂的工地。”10 月

12 日，记者见到了回国的刘志杰，他刚下飞

机就迫不及待地向记者展示他在智利工作

时的照片。

“早在 2018 年，我们就在智利开展了业

务，所以选择在智利投资建厂。”聊到智利工

厂的建设，刘志杰打开了话匣子。身为东北

人的他，在江西工作了 10 余年。去年 8 月，

因为公司的“走出去”计划，他成为江西耐普

矿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普矿机”）

在智利项目的负责人。

照片里，刘志杰戴着头盔，精神抖擞地

站在耐普矿机的工厂前。“我主要负责工厂

建设和市场运营。在海外建厂，对企业而言

可以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深度融入全球产业

链；对智利而言则增加了当地就业机会，促

进了经济发展，实现双赢。”刘志杰说着给记

者比了个“V”的手势。“2026 年年初，工厂就

可以投入使用，届时可达到年产 4000 吨矿用

耐磨备件。”

其实，刘志杰的“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在前期出国办厂过程中，材料上报、手

续报批等环节，都和国内不同，我在上面兜

了不少圈子。”刘志杰说，省里相关部门知道

情况后，主动跟进，促成问题解决。

底气和信心的增强 ，不光体现在口头

上。“除了智利，公司还在蒙古国、澳大利亚等

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生产或营销服务中心。截

至 2022 年年底，耐普矿机在海外投资规模达

2亿元，产品销往 40余个国家和地区，今年还

打算把厂建到塞尔维亚。”刘志杰一边在手机

上翻阅世界地图，一边对记者说道。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经过十年发

展，共建“一带一路”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

发展，已成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国

际合作平台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江西联通东西、承接

南北、通江达海，多个国家重大战略叠加。要深化对内对外

开放，以开放促发展，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主动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巩固传统商路，积极开拓新路，深度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

江西不靠海，不沿边，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

内陆腹地重要支撑作用。

为抓住机遇，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优势，我省主动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畅通对外开放通道，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拓

展人文交流领域，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

放新格局。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年来，江西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已具

备良好的国际循环基础，不仅为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增添了

强大动力，也为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外部活力。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江西迎来全新的开放机遇

茶叶、瓷器、夏布……江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输

出地之一。如今，远洋巨轮劈波斩浪，“钢铁驼队”跨越大洲，

续写着新时代的丝路故事。

交通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支撑、重要保

障。十年来，我省努力形成全方位互联互通新局面，铁、公、

空、水的立体开放大通道基本形成。

我省立足产业特色和比较优势，积极搭建贸易促进平

台，畅通贸易通道，“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不断拓展

产业发展新空间。目前，全省对外贸易通达 228 个国家和地

区，2022 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2254 亿元，其中出

口 1998亿元，分别较 2013年增长 206.6%、193.6%。

十年 间 ，江 西 企 业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额 累 计 达 118.8 亿 美

元 ，2022 年 对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国 家 投 资 较 2013 年 翻 了 三

倍。江铜、晶科、赣锋锂业等一批江西优势企业全球布局，

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赞比亚江西经济合作区、马来西亚

江西光伏产业园等境外经贸园区稳步建设，带动江西企业

“抱团出海”。

江西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 378.5 亿美元，

2022 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营业额较 2013 年翻番，全省 7
家企业入选“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ENR）榜单，数量

居全国第三位、中部地区第一位。

从大基建到“小而美”的民生工程，江西企业建设的一个

个路、桥、港、园区、装备项目，带动技术、标准、设备走出去，

也让共建伙伴获得实惠——江西累计在全球承建的公路里

程数超过 1 万公里、桥梁 152 座、机场 6 个、电站 62 座、大坝 66
座、医院 37 所、学校 82 所、水井 1.38 万口，各类建筑面积累计

超过 1000万平方米。

“共建‘一带一路’，让江西这样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

份，迎来了全新的开放机遇。”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积极深化对外交往
江西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陶 瓷 是 中 国 最 早 的 名 片

之 一 ，通 过 古 丝

绸之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被运往世界各地。作为我国首

个文化类试验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

区，景德镇历经千年而不衰，始终灿烂辉煌。如今，景德镇

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货源地，还是世界制瓷人的向往之

地，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艺术家和设计师，在这

里安营扎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截至目前，我

省累计与五大洲的 41 个国家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108 对，在 10
个共建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连续举办 4 届国际产学研用合

作会议（南昌），中医药、陶瓷文化海外广泛传播，江西的国际

“朋友圈”不断扩大。

江西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参与农业援外，2000 年后

积极参与“南南合作”三方项目，是国内最早的省份之一，参

加的国别项目数量全国靠前。因成果突出，2018 年江西省农

业农村厅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南南合作特别贡献机构”。

江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民生合作不断深化。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江西向众多“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提供抗疫援助，向多国派出医疗队，毫无保

留地分享抗疫经验。援外医疗队被称为

“穿着白大褂的外交官”“中非友

谊使者”。

民 心 相 通 ，

文化相融。十年来，江西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以深化对外交往为纽带，积极组织第五

届“阿拉伯艺术节”、中埃文化交流年、“江西风景独

好”主题宣传推广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打出

政府外交、友城交往、民间外交“互动牌”，与

共建国家互动频繁、往来密切。

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已经站

在新的起点。江西，将以新姿态

阔步新征程，以新作为奔向

新十年！

携手发展 共同繁荣
——江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成果丰硕

本报全媒体记者 黄继妍 刘佳惠子

1000 多年前，一件件做工精美的陶瓷

通过古丝绸之路从景德镇传入中东。其

中，在中国瓷器装饰图案中，以莲花、荷叶

和池塘为主题的青花莲纹，在土耳其发展

成为陶瓷装饰图案的重要元素之一。

“‘要画好这朵莲花，你还得去景德镇

学习。’因为导师的这句话，我决定毕业后

来景德镇求学。”两个月前，迪兰从土耳其

的伊斯坦布尔来到景德镇陶瓷大学留学，

攻读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

一开始，迪兰的创作就陷入了困境。

尽管她在土耳其有着丰富的制陶经验，但

景德镇陶瓷材料的特性让她感到陌生，她

需要重新理解和适应这些材料。“景德镇的

陶艺匠人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启发和

帮助。”迪兰说，她经常请教工匠，在理解景

德镇陶瓷材料独特之处的同时，也会漫步

景德镇的街头巷尾，寻找创作灵感。

一次偶然的机会，迪兰来到景德镇中

国陶瓷博物馆，在一件元代莲纹瓷瓶前凝

视许久。“我在这件瓷器的纹饰中找到了家

乡的印记。”迪兰说，这件瓷器上有她心中

的莲花。

迪兰已受邀参加一档中国的电视节

目。在节目中，她将展示自己的原创陶瓷

作品，向观众讲述中国元代青花莲纹和土

耳其花卉纹的故事，展现两国之间文化交

流的深厚历史和艺术交融的美好成果。

“ 我 要 用 笔 画 出 两 国 文 化 交 流 的 故

事。”听说在景德镇有 5000多名和自己一样

的“洋景漂”，迪兰表示，她想通过自己的陶

瓷作品展现不一样的景德镇，为中国和土

耳其之间的陶瓷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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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闯（左一）在利雅得给沙特最大的安保公司

Almajal采购总经理进行产品推介。 （受访者提供）

耐普矿机技术人员在国外工程现场调试

设备。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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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有超（左一）在赞比亚与项目工程师商讨

施工方案。

（受
访者提供）

胡铭（左二）在刚果（金）上加丹加省官员的带领

下，寻找适合种植水稻的场地。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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