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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从倒爷到投资叶卡捷琳堡东方商贸城，再到做跨境电商，
俄罗斯中国购创始人、董事长关鑫开拓市场的道路也是一条
转型升级之路。针对俄罗斯电商物流时效过程较长、中国商
家不通俄语、中国商家产品质量较低等痛点，中国购平台依托
线下的东方商贸城，一一予以解决，严控中国商品质量关，并
聚力建设中欧班列，很快便让中国商品在俄罗斯打开了市场、
赢得了口碑。

关鑫：
从倒爷到华商的转型升级

因为学生时代的爱情和走进非洲的梦想，她远赴津巴
布韦；因为爱上了哈拉雷的蓝花楹树，她在那里经营一份事
业；因为经历商海沉浮的悲喜，她的企业获得了“津巴布韦
年度最佳外资企业奖”的美名。太格集团董事杜睿，用真心
读懂了津巴布韦这个美丽的国度，在这里开创了一片事
业。经过多年发展，太格集团从单一粘土砖的生产厂家发
展成为集建材、建筑、地产开发、矿业为一体的多元化公
司。目前，她还担任湖北省非洲民间商会的执行秘书长，用
另一种方式关注着非洲这片大陆。

杜睿：
用真心关注非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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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提出10年来，中国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
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
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
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
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这其中，少不了企业
家、员工、专家学者的身影，他们以实际行动
奏响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最美和声。在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之际，
我们从《中国贸易报》曾经报道过的“一带一
路”人物中选出了10位典型代表，来介绍一
下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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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之路上的多彩面孔

广交朋友，共享商机。对上海达之路集团董事长何烈辉
来说，与非洲国家官员、驻华使节和工商界人士打交道已经成
为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早期从事中非贸易，到帮
助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再到支持非洲职业教育发展、在吉布
提建设经济特区，上海达之路集团遵从“经商是先做朋友后做
生意，商业应双赢和分享”的理念，不断发展壮大业务。如今，
何烈辉还在多个智库兼任职务，出版了《中国的非洲战略——
一个私营企业的视角》等著作，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建言献
策，贡献一份力量。

何烈辉：
经商是先做朋友后做生意

自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以来，“债务危机”论、“经济侵略”
论时常冒出头来。英国开放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陈卫炜曾参与
的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与中国人民大学协作开展的一
项学术研究的发现，外媒报道的关于中国企业负面报道大多不
属实，中国企业并没有剥夺非洲本地人的就业机会，而是提供
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一报告的发布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讨
论。在陈卫炜看来，反驳舆论最可信的武器就是严谨、客观和
科学的学术研究。她希望未来有更多严谨的研究成果来让国
际社会了解“一带一路”。目前，她正在调研中国在欧洲基建投
资情况。

陈卫炜：
用严谨的研究为中企正名

在遥远的东非高原上，由中国企业设计、建设、运营的电
气化铁路——亚吉铁路正在成为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
国的经济大动脉。对于埃塞俄比亚女孩吉尔玛来说，能在这
条铁路上开火车已经成为她的骄傲——她是这条铁路的首位
女火车司机。无论是职业培训，还是现在的日常工作，她都体
会到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友谊。在她看来，亚吉铁路已
经成为中非友谊的见证。她还表示，未来的亚吉铁路会比现
在发展得更好，她将为亚吉铁路的成功和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吉尔玛：
成为亚吉铁路首位女火车司机

在南美大陆腹地的亚马逊雨林中，中国企业目前在玻利
维亚承建的最大项目——鲁里公路项目，被人们称赞为“黑金
丝带”。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条“丝带”上的猴子、水豚、乌龟等
野生动物，玻利维亚鲁里公路项目环境工程师富兰克林六年
如一日，对野生动物昼夜出行情况进行了长期监测。在基本
摸清野生动物相关生存情况后，他和项目部、动物保护公司合
作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重点突出的野生动物保护方案，对
受伤的野生动物进行救治，设计实施专供动物迁徙的动物通
道。他和中国同伴以该项目的生态保护经验为依托，为高质
量实施“一带一路”项目奠定了基础。

富兰克林：
保护“黑金丝带”上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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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巴基 2011年进入埃及泰达特区开
发公司，参与了泰达合作区大部分工程项目，目前已经被提拔
为合作区扩展区工程建设部经理。他在合作区工作学到最重
要的经验就是做好业务规划，并将其用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和
职业生涯的规划中来。让他骄傲的是，他与中国同事一起在
荒漠里建立了一座新城市。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巴基：
亲身参与在荒漠里建立一座新城市

25岁的瓦妮在中铁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万博事业部做
帮厨。在厨师的指导下，瓦妮逐渐学会了如何挑选合适的食
材，如何用火候和时间来控制菜品的口感和色泽，甚至还学会
了使用各种中国独特的烹饪器具，如蒸笼、砂锅等。现在，她
被大家称赞为“最会做中国菜的外籍员工”。瓦妮梦想着在
当地开一家中国餐厅，将中国的饮食文化更深入地介绍给当
地民众，让他们在安哥拉就能享受到中国的美味佳肴，让中国
菜像中国精品工程一样在安哥拉大地开花结果。

瓦妮：
非洲工地上会做中国菜的外籍员工

布隆迪来华留学生李御隆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
业后，来到北京城南的亦庄，经过3个月的实习后正式加入四
达时代，成为一名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还在布隆迪的时候，
李御隆就时常收看四达时代节目，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
也会成为电视节目中的主角。李御隆十分热爱自己从事的工
作。因为工作，他也偶尔会成为家乡朋友谈论的焦点。

李御隆：
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主持人工作

中国香港特区经济学者、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
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立足香港，面向世界，以扎实
的研究、通俗的语言，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多年来，他出
版《一本书读懂“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经济学》等专著，在

《中国贸易报》等媒体上刊发《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合资的
典范项目》《欧洲版“港珠澳大桥”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典范》
等关于“一带一路”典型项目的分析文章，为“一带一路”连续
发声。正因如此，梁海明连续三年被国家信息中心推出的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列为积极为“一带一路”发声最多的
30名专家学者之一。他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三次作为专家代表
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梁海明：
立足香港特区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本报记者 张凡 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