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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塞铁杆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元首外交·心相近

本报讯（记者 刘平）受中共天津市
委委托，日前，民革市委会调研组赴天
开西青园，就“着力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助力天开高教科创园建设”开展专项监
督工作。西青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中科盈德（天
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市津渡知
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兴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走访，并召开
座谈会，围绕天开西青园重点发展产业
链群定位和培育工作开展交流讨论。
对企业反映的配套设施建设、资金扶持

等问题和建议，将及时跟进对接，推动问
题有效解决。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
“四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聚焦科技成
果转化、科技项目在天开西青园落地等
工作开展民主监督，形成更多有价值、可
落地、真管用的高质量调研成果，为推动
天开园建设献计出力。

近日，民革市委会还组织高校、智库
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等方面专家学者，深
入开展“天开园建设‘大家谈’”活动，广泛
征集意见建议，为天开园建设集智聚力。

助力“十项行动”推动天开园建设

民革市委会赴西青区开展专项监督

本报讯（记者 刘平）受中共天津市
委委托，日前，民盟市委会调研组赴天开
西青园，开展“着力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助力天开高教科创园建设”专项监督工
作。西青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调研组一行深入天开西青园科创服
务中心，围绕科创载体建设、承接首都科
技创新资源等主题，与入驻企业座谈交
流，听取意见建议。对企业提出的加快
建设中试产业基地、完善天开园产业化
政策等问题逐条梳理，加强与市科技局、
西青区等有关方面沟通联系，反映企业

诉求，精准对接服务。调研组表示，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
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民盟在高教、科技界
的资源优势，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
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监督建议，形成高质
量建言成果，为天开园建设“添秤”助力。

连日来，民盟市委会还持续开展“我
为天开再献策”活动，全市盟员围绕天开
园运营模式、成果转化、创新服务等方面
报送意见建议，形成社情民意信息10余
篇。下一步，还将策划开展项目推介、政
企研“面对面”等活动。

着力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助力天开高教科创园建设

民盟市委会赴天开西青园实地调研

■ 新华社记者 宿亮 蒋国鹏 石中玉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之际，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五星红旗和塞尔
维亚国旗在城市主要道路上沿街排列，被称为“贝尔
格莱德西大门”的建筑格内克斯塔上悬挂起巨幅五
星红旗，“习主席，欢迎您”“热烈欢迎尊敬的中国朋
友”等标语格外醒目……

近年来，中塞关系持续高位运行，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内涵日益丰富，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和两国
人民友好纽带越来越紧密。作为历经风雨、患难与
共的“铁杆朋友”，中塞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广。

快速通达之路

在中塞两国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务实合作
不断取得新成果。无论是已经通车运营的高铁线
路，还是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的现代化高速公路和大
桥，两国务实合作为塞尔维亚打造更快速、更便捷的
交通网络持续作出贡献。

2022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
总统武契奇时指出，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推进匈塞铁路、诺维萨德—鲁马快速
路等合作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持续发挥河钢斯梅戴
雷沃钢厂、紫金博尔铜矿等项目经济社会效益，将中
塞传统友好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春末夏初，在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诺维萨德
至苏博蒂察段（诺苏段）的铺轨现场，工作人员正把
五段铁轨焊接成一根总长250米的铁轨。面积不大
的焊接房里，火花四溅，几分钟就完成了两段铁轨的
焊接。随后，工作人员用相关设备进行仔细打磨，确
保连接处平整光滑、无缝对接。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大型铁路焊轨作业在
塞尔维亚并不多见。不少当地企业专程赶到匈塞铁
路施工营地参观学习，非常钦佩中国企业的技术水
平。对中国的大型专业铺轨机、接触网悬挂系统等
设备和技术，当地企业都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项目方说，在匈塞铁路建设过程中，技术和装备的
“中国元素”经受住了复杂运行环境的考验，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众出行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运输服务。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从首都贝尔格莱德至第
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的铁路（贝诺段）2022年开始正
式运营，全程通行时间30多分钟，推动塞尔维亚进
入“高铁时代”。两年多来，这段铁路让不少当地民
众过上了幸福的“双城生活”。

匈塞铁路塞方总工程师米兰·巴诺维奇见证了
贝诺段从项目启动到部分通行运营的全过程。巴诺

维奇说，此前，由于铁路设施老化，列车不仅速度慢，
晚点延误也是常事。如今，匈塞铁路贝诺段把时速
从以前最高的每小时40至 50公里提升到每小时
200公里，实现了质的跨越。

不只是铁路，中国企业还在塞尔维亚参与建设
了E763高速公路路段、泽蒙—博尔察跨多瑙河大
桥。它们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承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和第一座桥梁。“中国建造”助力塞尔维亚建起一条
条快速通达之路。

鲜花盛开之路

“这不是修图！”——在塞尔维亚紫金博尔铜业有
限公司（简称“塞紫铜”）冶炼厂，塞籍员工克里斯蒂安
回忆说，几年前，前来投资的紫金矿业集团曾向他们展
示中国矿山运营图片。当地人对图片中的鲜花和绿树
将信将疑，有人甚至认为图片是用软件“修”出来的。

十几年前，拥有上百年采矿历史的城市博尔陷
入困境。当地矿山企业因技术滞后、管理缺位而濒
临破产。作为老旧重工业基地，这里空气中甚至弥
漫着刺鼻的气味和粉尘。

2018年，中国企业收购铜矿，引入新技术和管理
方式改变当地矿山的面貌，通过引入光伏、风电，恢复
生态植被，打造“绿色矿山”。克里斯蒂安和工友们终
于明白，原来现代化的矿区的确充满绿色和希望。

冶炼厂旁，一片绽放的郁金香田，在湛蓝的天空
下显得格外艳丽。

一家当地媒体走访冶炼厂后这样报道：冶炼厂
核心区域的花田象征着博尔的“再工业化”，中国企
业给博尔带来了世界级标准和现代冶金技术，兑现
了建设更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博尔的承诺。在
当地人眼中，这些郁金香就是“改变世界的花”。

今天的博尔，天蓝水清，曾经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
来了，来自塞尔维亚其他地区甚至周边国家的大学生、
工程师、产业工人也来了。这座城市又恢复了活力。

在塞紫铜环保与生态部工作的伊瓦纳是博尔的
“矿三代”，一家人都在矿区工作。“这里曾经到处是
垃圾，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中国企业让我们梦想成
真。”伊瓦纳感慨道。

在视察博尔铜矿项目后，武契奇总统表示，紫金
在塞尔维亚投资以来，矿产资源纳税增加三倍。紫
金已成为塞尔维亚最大出口商之一，为塞尔维亚经
济和就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被改变的不仅是博尔，在斯梅戴雷沃，拥有百年
历史的钢厂也因为中国河钢集团的到来发生变化。
随着改造现有设施和建设新设施，曾经空气污染严
重的钢厂区域如今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

比欧盟标准更低。钢厂里常常可以看到盛开的南欧
紫荆花，这座历史悠久的重工业基地有了新的模样。

从博尔的郁金香，到斯梅戴雷沃的南欧紫荆花，
中塞务实合作走出一条鲜花盛开的绿色之路，不断
为双边关系增添新的色彩。

心心相印之路

5月初正值塞尔维亚劳动节和复活节小长假。
假日期间，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小镇泽蒙，拉扎尔·
萨瓦蒂奇小学五年级学生莱娜和小伙伴来到集市摆
摊，完成她们的社会实践课作业。两个女孩子销售
的产品是毛线手工编织的小动物，其中最显眼的就
是一只大熊猫。

莱娜说，她非常喜欢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样子，如
果有机会去中国旅游，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
大熊猫。她说，在学校里，老师多次讲到塞尔维亚和
中国的友好关系历史，这让她和同学们对遥远的
中国充满好感和好奇。
“欢迎中国领导人来塞尔维亚，也欢迎越来越多

的中国游客来这里旅游！”莱娜得知习近平主席即将
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后激动地说。
“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正如这句塞尔维亚谚语所

说，近年来，中塞两国民众经贸、文化往来密切，不断丰
富充实着传统友谊的内涵，大家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米哈伊洛大公街和小镇
泽蒙的广场周边，路牌上有中文标识；在历史悠久的
贝尔格莱德动物园外墙上，由马赛克拼出的动物图
形中也有大熊猫的身影。

常年在米哈伊洛大公街上卖画的艺术家萨利奇
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会选择来贝尔格莱德
及周边地区度假。让他惊讶的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客
人对塞尔维亚的文化历史并不陌生，还会与他讨论在
中国足球俱乐部工作的塞尔维亚教练和球员。
“塞尔维亚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经历和传统友

谊，我们心连心、在一起！”萨利奇说。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带一路”地区

研究主任卡塔琳娜·扎基奇说，她注意到越来越多的
塞尔维亚年轻人开始使用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软
件、喜欢吃中国菜、买中国货、想要学习中文。塞尔
维亚和中国互免签证、互通直航，更是让两国民众间
的交流更便捷、了解更深入、成效更显著。

谈及塞中两国关系的未来，扎基奇充满信心。
她说，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已经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两国务实合作将在电子商务和
数字经济等新领域不断拓展，塞中关系必将提升到
新的高度。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7日电

（上接第1版）

张工在调研座谈中强调，要高度重
视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集聚
各方资源力量，推动核心技术攻关和传
统工艺改进提升，前瞻布局基因药物、
细胞治疗等未来产业。政府部门要真
支持，切实加大政策扶持、资源和市场
支持、行业监管服务力度，发挥好生物
医药产业专项扶持资金作用，完善吸引
海归人才来津创业专项政策，结合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绿色
化、智能化升级。企业要真想干，坚定

信心、扎根天津，把准市场方向，夯实技
术底蕴，提升核心产品市场竞争力。高
校和科研机构要真参与，持续打造创新
创业生态，以典型案例激发科研团队和
师生校友热情，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市场要真见效，注重对
专精特新企业和未来产业的扶持培育，
加大同科技服务、科技金融资源撮合力
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增添
后劲。
市领导连茂君、朱鹏、高秀梅和市政

府秘书长胡学明分别参加。

强化支持抢抓机遇 大力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