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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阿斯塔纳，处处生机盎
然。应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邀
请，习近平主席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出
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擘画下，中
哈命运共同体成色更足、内涵更丰富，
实打实、惠民生的成果持续涌现，有力
提升了两国人民的获得感。”当地时间
16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
统会谈时强调，两国“要齐心协力推进
全方位合作”。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召开前
夕，记者从北京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
札纳塔斯、阿拉木图、拉哈特古城遗址
等地，最后到达阿斯塔纳，一路追寻绿
色发展的脚步、感受智慧城市的活力、
触摸丝路古道的脉动……如今，伴随
中哈命运共同体建设日益深入，古老
的丝路花开满径，中哈千年友谊的时
代新篇正在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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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夏日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智慧城市就是让市民的

生活更轻松、更美好”

““把坏天气变成好天气把坏天气变成好天气””

“把坏天气变成好天气”——哈萨

克斯坦青年马克萨特·阿比尔加济耶夫

这样总结自己在札纳塔斯风电项目的

工作。当地常年大风，这样的“坏天

气”却由于风电项目变成了生产绿色能

源的“好天气”。

在哈萨克语中，“札纳塔斯”是“新

石头”的意思。这里曾是磷矿石开采和

化肥生产中心，阿比尔加济耶夫原是当

地磷矿场的一名电力工程师。 2020
年，他在三十而立之年作出一个“拥抱

未来”的决定——加入正在建设的札纳

塔斯风电项目。他相信，风能所代表的

清洁能源将造福家乡和哈萨克斯坦的

未来。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算，哈萨

克斯坦风力发电的潜能高达每年 9200
亿千瓦时，南部地区资源尤其丰饶。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深度对接，中

哈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札纳塔斯风

电项目就是其中之一。项目于 2021 年

6 月竣工投产，成为当时中亚地区最大

风电场，极大缓解了哈萨克斯坦南部

缺电问题。

阿比尔加济耶夫从调度员开始做

起，跟着中国师傅学习风电相关技术，

如今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项目部运维

班长。“我在这个岗位上已工作两年，

学到了很多新技术。”

两年间，除了事业迈上新台阶，随

着第三个孩子出生，他拥有了一个幸福

的五口之家。阿比尔加济耶夫期待着，

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也能学中文、到中国

公司工作，拥有美好的生活。

如今，札纳塔斯一期、二期工程均

已投产发电，能满足 20 多万户当地家

庭用电需求。国家电投哈萨克斯坦能

源投资公司札纳塔斯风电项目部负责

人俞玉青告诉记者，哈萨克斯坦近年来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希望在 2050 年前

清洁能源占比达到 50％。“哈萨克斯坦

对清洁能源有需求，中国有成熟的技术

跟设备，这样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伴随着札纳塔斯风电项目持续发

展，札纳塔斯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中国企业充分考虑居民需求，帮助残

疾人和多子女家庭修缮住房，为城市

增添公用设施、改造街心公园、建设游

泳池……

“札纳塔斯未来 5 到 10 年一定还

会快速发展。”札纳塔斯风电项目部主

管马康已在中国企业工作十多年，能说

一口流利的中文。中国企业为当地带

来很多就业机会和有益的变化，这让他

对自己和城市的未来发展都充满信心。

“这里显示所有公共交通的实时

数据，包括公交车、有轨电车和地铁。

你看，数据显示今天已有 3000 次出行，

现在是早上，今天又是假期，所以出行

相对较少，比昨天同时段少 72％。”在

阿拉木图市公共交通调度中心的一面

屏幕前，阿拉木图市数字化局局长扎纳

别克·奥尔扎斯向记者详细介绍这座历

史名城的智慧交通系统。

如今，阿拉木图市的居民可以通

过一款集成式手机应用程序更便捷地出

行。人们可以看到每辆公交车的状态，

包括司机信息、车辆是否正在按照路线

行驶等，还可以在手机上支付车费。

奥尔扎斯说，在大力推动智慧城

市建设过程中，阿拉木图正同中国深圳

展开合作、汲取智慧。

“深圳是一个特别的合作伙伴，在

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数字化转型，跻身世

界领先的智慧城市之列。”奥尔扎斯多

次前往深圳考察学习，当地的智慧城市

建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垃圾桶旁安装智能摄像头

后，系统会在垃圾充满时通知环卫部

门及时清运。“智慧城市就是让市民的

生活更轻松、更美好。”奥尔扎斯说，

“我们可以与深圳合作，继续开发相关

功能。”

奥尔扎斯还了解到，在深圳，所有

重大项目都要经过数字孪生技术模拟

后才会进入决策环节，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为城市规划与决策提供了重要

参考。

如今，阿拉木图打算选择繁华的

潘菲洛夫大街所在区域作为试点，因为

这里既有住宅区也有商业区，便于观察

数字孪生技术在多个领域的应用可能

性。奥尔扎斯说，深圳打造数字孪生城

市的经验，为阿拉木图走向更高水平的

智慧化发展提供了范例。

眼下，阿拉木图市政府正借鉴深

圳经验，双方有望共同开发数字孪生技

术平台。“如果试点成功，下一步会考

虑全面铺开。”奥尔扎斯说。

““文物是无声的外交官文物是无声的外交官””

拉哈特古城遗址承载着丝绸之路

历史记忆的辉煌篇章。在这里，2017
年，中哈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

启首次田野考古合作。

从高台遗址到重要大墓，8 年来，

两国考古学家陆续合作发掘出多个古

代人群的文化遗存。

在与中国考古学家的多年合作

中，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国家历史文化博

物馆馆长古尔米拉·穆赫塔罗娃感慨良

多：“我们从中国同事身上学到了对历

史和遗迹的崇敬。他们的勤奋和钻研

精神令我们惊叹。”她说，“每一块石头

对他们来说都弥足珍贵”，“我们非常

感激能与中方合作”。

“文物是无声的外交官。”中国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室

主任丁岩说，“自古以来，中亚地区是

经济、交通、文化交融交流的十字路

口，考古工作意义重大。”

丁岩告诉记者，中哈联合考古队

目前已发掘出高台遗址、聚落遗址及多

处墓葬，为研究古丝路沿线城市变迁、

民族融合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

双方研究人员不仅在考古研究与

合作中达成诸多共识，也在深入而持续

的交流互动中结下深厚友谊。在伊塞

克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附近，联合考古

队成员共同种下的山楂树正茁壮成长。

穆赫塔罗娃说：“我希望这棵山楂

树枝繁叶茂，成为两国考古工作者深厚

友谊、密切合作的象征。”

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与战略大学

校长方灿荣认为，古丝绸之路的深厚历

史遗产正得到传承，展现出新的生命

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哈中

两国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

“前景令人期待”。

“中国－中亚合作的成功经验有

望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借鉴，为全球发

展带来重要启示。”方灿荣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推动中

国同中亚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和拓

展。”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政治学与国际

关系系副教授杰西卡·尼菲说，哈萨克

斯坦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伙伴。展望未来，哈萨克斯坦希望在

数字创新、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

走在前列，期待中国能在这些领域提供

经验支持。

2013年 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

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

重要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

人民的大事业。”习近平主席这样寄语

未来。

17 日，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

阿斯塔纳这一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召

开，中国中亚合作必将谱写新的篇章。

丝路古道，有长河落日，有驼铃阵

阵。斗转星移，新时代丝路上，有美美

与共的文明对话，也有“钢铁驼队”呼

啸而过。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壮阔征程上，中国正同中亚国家携手并

肩，共绘友谊合作的时代新画卷。

新华社阿斯塔纳6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