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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乌鲁木齐500公里，巍巍天山的另一
侧，就是世界疆域面积第九大国——— 哈萨克斯
坦了。这是一方阳光灿烂的土地，与我国新疆
相似的植被、相似的气候。如果不是语言和色
彩斑斓的建筑，你几乎感觉不到身处异国他
乡。

2013年9月7日，正是在位于哈萨克斯坦首
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国家
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伟大倡议。4年间，大批的山东企业来到这古
老丝绸之路上离中国最近的地方，发现了天宽
地阔的世界。

“最需要的是中国的先进技术”

9月4日，记者随阿斯塔纳世博会山东周新
闻采访团，第一站来到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
市、也是中亚第一大城市——— 阿拉木图。刚走
出航站楼，我们就看到了一辆宇通新能源公交
车，天蓝与灰的颜色搭配，都与国内一模一
样。华为公司大楼、中石油加油站也接踵进入
我们的眼帘。

第一站，我们拜访哈国唯一的政府性商
会——— 阿拉木图投资贸易商会。商会两位女士
下楼迎接我们，说俄语，但见面用中文说：
“你们好！”

商会会长特列乌穆拉托夫·尤里·德茹玛巴
耶维奇，用俄语作介绍，幻灯片放的却是中
文。他说自己去过中国几次，亲眼目睹了中国
经济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的速度，感到中国
是一个物质丰富、文化灿烂的国家。他知道山
东是孔子的老家，非常向往，表示将来一定要
去。

“山东的青岛有多少人口？”他问。听我
们回答920万，他摊开双手说：“赶上哈萨克斯
坦全国一半的人口啦！”

特列乌穆拉托夫说，习近平主席“一带一
路”的倡议与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2014年提出的“光明之路”计划有很多契合之
处，哈萨克斯坦人民是欢迎的。中国是哈萨克
斯坦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这几年，中国企
业明显来得多了。目前，阿拉木图有52个项目
是与中国合作的。

“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在与中国的合作伙
伴打交道！”他扳着手指算道，“上周五，我
接待了两个中国代表团；8月31日一个，8月25
日也有一个……几乎每天都有。”

特列乌穆拉托夫说，他们最想引进的，是
中国的先进技术。包括农业、食品加工业、制
造业等多个领域。

他的这句话，在3天之后我们远途采访、途
经辽阔的乡村时，才有了深刻的体会。

9月7日，我们从首都阿斯塔纳乘车向东北
方向去。出了城，就是一片荒草低矮、灌木稀
疏的荒原。大约走了上百公里，出现了高大些
的松树、桦树，原野也变成了金黄色，收割残
留的秸秆垛告诉我们，这里变成了麦田。

这是一种奇特的景观。蓝天白云下，金黄
的麦田没有垄沟垄台、没有水井沟渠，就像草
原一样，无穷无尽地伸展，遇到树，遇到湖，
才停了下来。我们跑了200多公里，沿路只是偶
见牛群、马群，看到了1家谷仓，没有看见工
厂。

哈萨克斯坦1991年独立。在原苏联的经济
分工体系中，其重点发展粮食生产、畜牧养殖
和石油、矿产开采，加工制造业多放在了乌克
兰。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单一的
弱点暴露出来，工业基础薄弱，很多日用品都
制造不出来。

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上，我们看到街上跑
的车几乎都是进口的，丰田、日产、大众、雪
佛兰较多，再就是俄国的拉达。资料显示，哈
萨克斯坦每年自产汽车只有3万多辆，但每年进
口十几万辆。数据显示，2015年，机器、设
备、交通工具、仪器、仪表占其进口的40 . 6%，
化学和化工品（包括橡胶和塑料）占14 . 9%；而
出口最大宗的是矿产品，占71 . 6%（其中68 . 0%
为燃料能源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占13 . 1%，动
植物产品、食物成品占4 . 5%，都是初级产品。

走在哈萨克斯坦广袤的土地上，就像遇到
了多年前的我们自己。2010年，哈萨克斯坦提
出《工业化路线图》；2015年，在提出申请19
年后入世。听起来，这些都那么熟悉。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哈萨克斯坦的
梦想，写在《哈萨克斯坦-2050》计划里，提出
要把本国在2050年前打造成为世界最发达的30
个国家之一。总理卡里姆·马西莫夫曾表示，为
了实现这一宏伟构想，欢迎外来投资推动国家
发展建设。

田间需要“中国技术员”

9月7日，我们采访途中经过哈萨克斯坦的
一个村庄，好奇地下车，下步走了进去。当地
的农家，像中国东北的农家一样，大园子、木
栅栏、喜欢彩钢板顶的砖房。一位老人在自家
园子里挖土豆。白嫩的土豆衬着新翻出来的湿
润泥土，在阳光下面光洁发亮。

土豆，是哈萨克斯坦人最常吃的蔬菜。就
在当地人最拿手的事情上，山东企业来了。今
年5月12日，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把土豆种
在了首都阿斯塔纳伊希姆河边的500亩土地上。
这个“希森6号”品种，7月在中国国内测出了
最高亩产9 . 38吨，刷新了世界纪录。

“咱的优势是农业科技，用良种良法配
套、精耕细作。而中亚地域辽阔，但农业生产
水平相对低，可以互利共赢。”希森哈萨克斯
坦项目部经理赵忠勋说，他们正与当地赛福林
农业科技大学合作，共同选育适合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品种，在这500亩示范基础上，推广至
沿线其他国家。

农业科技，正是哈萨克斯坦这个农业大国

需要的。在阿拉木图飞往阿斯塔纳的飞机上，
记者看到当地报纸的一篇报道，题目叫《农业
依靠科技》。

9月6日，在阿斯塔纳，山东举办的“一带
一路”投资合作洽谈会上，北哈州副州长江达
尔别克夫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说，中国一公顷
的土地，小麦产量可达8-9吨，但当地只能产1-
2吨。他们希望通过引进中国企业，学习中国的
农业技术。

他最迫切希望引进的是农产品加工企业。
他说，哈萨克斯坦小麦出口世界前十，而全国
1/3的小麦产自北哈州。这么多小麦，北哈州自
我加工能力只有1/10，剩下的90%都以原料形式
出口国外了。木材、油料也与此类似。

“之前还没有山东的企业进入北哈州，有
一家西安的爱菊集团设了工厂，每年加工30万
吨菜籽油。”他说。

他还提起蔬菜需求。“冬天，北哈州气温零下
40多摄氏度，西红柿比肉都贵，逼得老百姓不得
不吃肉。”江达尔别克夫说，“我知道山东人特别
会种大棚，欢迎到我们这里来种菜！”

的确，对中国人来说，哈萨克斯坦当地菜
的食材是单调的。除了牛羊肉，就是土豆、洋
葱、包菜、胡萝卜，西红柿、黄瓜、红辣椒通
常用来做点缀。在首都阿斯塔纳，城里树不
多。土质加上气候的原因，叶菜很贵，菠菜合
人民币20元一斤，菜花和西兰花整头地煮熟速
冻了进口，在超市也合人民币5元一斤。

回国后，记者在网上查到，青州三义温室
工程有限公司有大棚卖到了哈萨克斯坦。三义
业务主管冯明富说，这在青州黄楼镇不止一
家，不过，定做大棚的不是山东人，而是中国
其他省份的人。也有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客
商，一定就是几百亩。

“棚里有地暖，室外-40℃，蔬菜在棚里越
冬没问题。棚内温度可维持在5℃以上。黄瓜、
西红柿、茄子、辣椒都能长。”冯明富说，在
高寒地区扣大棚，反而有内陆地区没有的商
机。比如在与哈接壤的新疆塔城，樱桃现在掉
叶，5个月休眠期过去，春节正收樱桃，可卖到
200元/公斤。而在内陆，明年4月中旬才能上
市，80元一斤都维持不了一周。

冯明富还听说，有寿光的菜农被聘过去当
技术员。“寿光那边还出现了专门的技术员培
训基地，培训出省、出国的技术员。”他说。

中国装备挤走欧洲“高大贵”

哈萨克斯坦是个能源大国，石油储量位居
世界第12位，原油开采居第17位；天然气储量
位居第20位，开采居29位。在街头的加油站，
记者看到，98号汽油每升只合人民币3 . 2元。汽
车白天黑夜开着灯，没人心疼。

2004年，山东科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刚从
胜利油田剥离改制出来的第3年，就跟着中石化
来到了这片富产石油的土地上。

9月5日，记者在阿拉木图科瑞的办公室
里，见到了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夏同民。当年，
正是他带着几位同事来到这里的。

“那时候，我们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
子，里边是宿舍，外面当办公室。来的人一
多，我们就打地铺。”夏同民说，“但是市场
太大了！当时苏联解体了，装备跟不上，石油
工业需求非常大，要钻机、要抽油机、要各种
设备，拿着现钱买。要我们加快，他们出‘加
快费’。”

从哈萨克斯坦开始，没想到科瑞的脚步一
发不可收。接着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土耳其、俄罗斯，最后到了欧洲市场；海
上则从青岛出发，向东南亚、南亚、中东、非
洲，越过红海，也是到了欧洲。现在，他们在
全球57个国家成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一带
一路”沿线64个国家，他们去了48个。

“我们走出去的路，简直和习总书记提出
的‘一带一路’路线图一模一样。”夏同民
说，这极大地助推了科瑞发展。目前，科瑞业
绩的90%在海外。去年，科瑞年产值150亿元，
在石油装备领域的民营企业中，跻身中国第
一、世界第五。

走出国门13年，夏同民亲身感觉到“中国
制造”的崛起。“过去人们说起中国产品，总
有‘价低质次’的成见，但现在开始竖大拇指
了。”夏同民说，“现在我们在全球投标，都
是和世界前三的企业在竞争，而且50%左右的场
合都是我们中标。当地人对中国企业，越来越
尊敬了。”

夏同民认为，现在的国际经济形势，对性
价比高的中国产品有利。“以前油价高时，油
公司不差钱，喜欢买欧美的‘高大贵’设备。
现在，油价低迷成了常态，中国设备质量过
硬，物美价廉，更有优势了！”

也是在13年前，中国重汽将车卖到了哈萨
克斯坦。9月8日，在阿斯塔纳的重汽销售点，
记者正碰上阿克莫拉州的个体私营业主哈斯特
来买车。“中国车坚固耐用，售后能跟上，我
是慕名而来的。”他说。

中国重汽集团进出口公司中亚及俄罗斯部
总代表赵华告诉记者，哈萨克斯坦在俄语区是
仅次于俄罗斯的较大市场，是中亚“5个斯坦”
经济的领头羊，经济总量占中亚五国的70%。它
是中国通往欧洲的“过境运输通道”，对公路
用车需求大；其矿产资源很丰富，铜、钨、煤
储量都很大，矿区对工程车需求也很大。

“2004年，哈萨克斯坦市场上有两大品
系：一个是俄罗斯卡玛兹，一个是欧洲车，中
国车在市场上没有份额。”赵华告诉记者，而
现在，重汽能占该国重卡市场的20%多。特别是
在工程车领域，占近40%，中国车皮实耐用，能
适应恶劣工况，把俄罗斯车甩在后边，基本把
欧洲车赶出市场了。

在配件仓库里，除了重汽，记者还看到了
山推的配件。重汽的合作伙伴、工程机械销售

商阿赛公司阿斯塔纳分公司副经理江都司告诉
记者，在推土机领域，山推在当地市场占有率
在60%以上。“推土机基本都是中国的。除了少
量的老式苏联车，好像没见过别的车。”

设施“老龄化”蕴含商机

从阿斯塔纳乘车向北的路上，我们居然体
验到了“汽车追过火车”的感觉。一辆蓝色红
门的火车，与我们几乎平行行驶，门是对开
的，下角带着优雅的、民族风格的花纹。正遗
憾没有拍下来它就过去了，没想到不一会儿，
我们居然把火车追上了、超过了。其实我们的
车一直在正常行驶，110公里/小时。

老化的基础设施，是这个国家的隐痛。资
料显示，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立之初的哈萨
克斯坦各经济领域急剧衰退，人民生活水平骤
降，1995年各项经济指标滑落到了历史最低
点。1996-1999年，经济止跌回升、平稳增长；
2000年起，随着国际石油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
大幅增长，经济步入快车道。但2008年金融危
机至今，虽然中间一度短暂回暖，但油价和大
宗商品价格骤降，又让其遭受重创。

哈萨克斯坦北哈州副州长江达尔别克夫告
诉记者，北哈州使用的农机53%已超过15年，
70%都需要更新了。

山东电建一公司，2013至2016年亲自参与了
一个“老电厂翻新”的项目。这是位于哈萨克
斯坦东部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市的乌斯克
门热电厂。该电厂有11台汽轮发电机组和15台
锅炉，是苏联时代的装备，山东电建一公司中
标更换了其中的一台汽轮机。

“在哈萨克斯坦，大量苏联时代的设备需
要更新。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山东电建一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哈萨克斯坦，街头也常常见到“老掉
牙”的汽车。2013年的数据显示，当时其国内
车龄超过10年的轻型车比例超过半数以上，达
到79 . 3%。其原因是，在2009年俄罗斯、白俄罗
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5
国关税同盟形成以前，哈萨克斯坦国内汽车进
口关税偏高，大部分人只能购买价格相对较低
的二手汽车。

山东高速集团看中了哈萨克斯坦要做“一
带一路”运输过境国的机会和基础设施的缺
口，在9月6日下午山东在阿斯塔纳召开的“一
带一路”投资合作洽谈会上，作了推介，表示
愿意参与其公路、铁路建设。山东高速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哈萨克斯坦做了积极回应，目
前投资部、交通部已与该公司进行了对接。

日照交通发展集团董事长金立柱，在9月5
日阿拉木图举办的“国际建材与暖通展”上，
带来了沥青搅拌车、搅拌站、沥青碎石同步洒
布车等筑路设备的模型。他说，他来哈考察了2
家修路的市政公司，发现他们还在用上世纪80
年代的苏联技术和设备，而日照产的设备，效

率高于市面普通产品5倍。第二天下午，他就和
一家考察对象签订了合作协议。

外国妻子吃惊

“中国真是太强大了！”

9月4日，在阿拉木图，我们吃饭的小中餐
馆叫“青岛餐厅”，标牌为汉字、画着青岛红
色的“五月的风”。

“青岛餐厅”老板不是青岛人，但海鲜做
得很地道。他叫刘明，35岁，安徽蚌埠人。13
年前，他跟老乡来到阿拉木图，在中国商贸城
附近一个小餐馆给人炒菜。现在，他跟一位俄
罗斯人合伙开了这家餐馆，从青岛运海鲜、卖
青岛啤酒，就起名“青岛餐厅”。

刘明把餐厅布置得安静优雅，装上了液晶
屏幕，循环播放青岛的风光片，也播北京、上
海的。他说，这几年，当地的电视经常说“一
带一路”，经常播中国，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了
解了中国。现在，他的顾客中，75%是当地人。

“当地人一旦去一次中国，就会一辈子想
吃中国菜。”他说，当地人喜欢吃铁板牛肉、
椒盐虾等。火锅现在也爱吃了，喜欢请几个朋
友来吃，热闹。

经常来店里的一位当地姑娘，现在成了刘
明的媳妇。现在，两人的小孩1岁了。刘明说，
去年媳妇跟他回了一趟安徽蚌埠老家。“我家
在县城，我媳妇一看：这不跟阿拉木图差不多
吗？！”

“接着，我又领她去了趟上海、北京。我
媳妇大吃一惊：中国真是太强大了！回来，对
我的态度大为改观。”他说，妻子一家对自己
不错，但其实，当地人潜意识里对中国人印象
不好，觉得中国落后。

刘明说，自从“一带一路”提出之后，当
地人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好多了。因为看到中
国富强了，就更尊敬中国人了。

夏同民回忆起2004年刚到哈萨克斯坦的情
景，也感到现在中国人不再受歧视了。那时，
常 碰 见 警 察 在街头 见 到 中 国 人 ， 就 说 ：
“Pasport！Pasport！”见你不理他，就直接用
中文喊“护照，护照！”接着就是罚款、要
钱。为这个，当时他们也跟当地政府、跟中国
大使馆的经济参赞联系。但是这种现象太普遍
了，也没法管。如今，这样的现象少多了，中
国人也直起了腰板。

“孔子”“阿拜”相向而行

互联互通，关键是人心交融。
看到孔子像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学里，

记者有点惊讶。9月4日，在阿拉木图，我们拜
访了被中国人比作“哈萨克斯坦的北大”的阿
里-法拉比哈萨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哈方院长阿斯力别克夫·阿克木江
说，建院10年来，他们已累计培训学汉语一学
期以上的学生4000-5000人。这几年，来该院报
名参加HSK-汉语水平考试的每年超过1000人，
而2007年仅有100多人，10年多了10倍。社区居
民来免费学习汉语的也越来越多，小的学员6
岁，大的60多岁。

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
院教授王政，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哈萨克斯
坦年轻人特别喜欢中国流行歌曲。“汽车音乐相
当多是中文歌。哈萨克人能歌善舞，很多孩子唱
起中文歌，你根本听不出他是外国人。”

发现了这一点，孔子学院就连续3年举办
“孔院之声”中国歌曲大赛。《青藏高原》
《后会无期》《隐形的翅膀》都很受欢迎，
《小苹果》唱得最多。有一名学生，唱了两
届，今年得了奖学金，干脆去中国学汉语了。

19岁的哈萨克斯坦在校大学生成乐，就是
通过流行歌曲喜欢上汉语的，来这里学习一年
了。她用汉语告诉我们，自己本来就对语言感
兴趣，现在中资企业越来越多，她将来想当一
名翻译。

23岁的大学生沙黑达，大学毕业1年了，没
找工作，每天来这里学汉语。她想到中资企业
找一份好工作。她说，中资企业工资比当地企
业高，比如南航公司，就很理想。

29岁的中学英语老师玛丽卡，和沙黑达一
起来学汉语。她说，自己并不想换工作，只是
对汉语感兴趣。

在阿斯塔纳的欧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报
名学汉语的人也络绎不绝。孔子学院中方教
师、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帕提曼·卡力说，哈萨克
族也有一位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深受百姓
崇敬喜爱，名叫阿拜。他们向当地人介绍孔子
时说，孔子就是“中国的阿拜”。

帕提曼老师是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她了解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文化。她说，哈萨克斯坦
的文化和儒家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都尊
老爱幼，都讲天时地利人和，顺应自然。但
是，两者也有所互补。比如商业理念。不少来
学汉语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知道，为什么中国这
些年发展这么快；为什么中国人能发现商机，
而自己想不到。

中国对文化传播的重视，也影响到了哈萨
克斯坦。帕提曼老师说，去年，她的一位哈萨
克斯坦学生去北京语言大学留学，告诉她在北
语成立了阿拜学院。两种文化，相向而行。

走出学院，在重汽4S店，赵华说，这几
年，当地商人和百姓，在文化上对中国的接
受，比前几年好得多。政府在文化交流方面着
力，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原来很多人不讲汉
语，现在，他接触到的人，常常见面对他说
“你好”。一个简单的词汇，反映出当地人主
动想与中国人打交道、寻求合作的愿望。

现在，经常有客户朝他要中国茶叶，还提
出要普洱。“最重要的互联互通，就是文化的
交流。”他说。

“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后的4年间，大批鲁企来到这古老丝绸之路上离中国最近的地方寻求机遇

哈萨克斯坦：丝路西望天地宽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记者 杨学莹 报道
上图：7月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演员在中国国家馆日专场晚会上表

演多媒体舞蹈《丝路情缘》。（□新华社发）
下图：在阿斯塔纳的欧亚国立大学，当地市民在报名学汉语。
右图：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州的个体运输业主哈斯特(左)来重汽经销点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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