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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18 日电(记者杨柯、袁梦
晨、郑昕)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邀请，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即将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在习近
平主席到访前夕，杜特尔特在马尼拉接受了新华
社等中国媒体的联合采访。杜特尔特表示，相信习
近平主席此访将会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新高度，
全面深化两国在各领域合作。

杜特尔特说，菲中关系曾一度陷入低谷，
2016 年 6 月就任总统后，他下决心要为两国关系
开启新篇章。此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
重回友好合作的正轨。

谈及当下两国关系，杜特尔特说，两年多来，
菲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目前处于“高峰”，他对此
十分满意，也欣喜地看到彼此间的合作正在造福
两国人民。

目前中国已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对此
杜特尔特表示，近年来菲中经贸合作不断发展，特
别是菲律宾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迅速，包括热带水
果在内的越来越多菲律宾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未来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必将会持续成长，
我对此有信心。”杜特尔特说。

中菲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要加大两国发展
战略的对接。当新华社记者问及如何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加强中菲合作时，杜特尔特表示，菲律
宾正在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方对此
表现出了极大兴趣。目前已有多个两国合作建设

项目正在推进，一些项目即将竣工。他将与中国领
导人进一步商讨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两
国合作，将更多设想付诸行动。

“我相信，未来菲律宾人民将会切身感受到两
国合作的基础设施项目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便
利。”杜特尔特说。

杜特尔特认为，作为邻国，菲中两国历史文化

相通，民众生活习性相近，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
游客选择菲律宾作为旅游度假目的地，两国民
间交往日益密切，这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友好关
系。

杜特尔特还特别提及中国在反恐、禁毒等
领域给予菲律宾的支持。他说：“不同于别的国
家，中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及援助不附带任何条

件，是诚心诚意的。”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对两国关系未来走

势有何期待的提问时，杜特尔特说，菲中命运休
戚与共，维持两国友好关系符合彼此利益。他期
待菲中之间的经贸合作持续成长，也期待两国
人民进一步密切友好往来，此外菲律宾也愿意
在国防安全及维护区域和平稳定方面加强与中
国的合作。

杜特尔特表示，对于菲中关系中的一些分
歧，特别是围绕南海问题，他愿意本着友善与和
平的态度来面对，希望通过协商与对话的方式
来解决。

杜特尔特曾多次访华，目睹了中国发展。他
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富有成效，中国 40 年
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希望菲律宾也可以取得与
中国一样的发展成就。

杜特尔特对习近平主席即将开启对菲访问
充满期待。他表示，他十分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
系，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习近平主席能赴菲访问
让他倍感高兴。

杜特尔特的小女儿刚满 14 岁，目前正在学
习中文。杜特尔特说，习近平主席来菲访问时，
他会争取让小女儿用中文与习近平主席交流，
或为习近平主席唱一首中文歌。“她比较腼腆，
但我想她会愿意为习主席献唱一首中文歌的，
我会让她立刻开始练习。”杜特尔特笑着说道。

习主席到访将把菲中关系提升到全新高度
访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据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18 日电(记者
郑昕、王羽、袁梦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对菲律宾进行国
事访问。中国驻菲律
宾大使赵鉴华近日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在中菲关系提质
升级的关键时期，习
近平主席此次访菲对
巩固和提升两国关系
具有里程碑意义，必
将产生深远影响。

赵鉴华说，两年
多来，在习近平主席
和杜特尔特总统关心
和引领下，双方各领
域务实合作陆续重启
并全面展开。此次访
问，两国领导人将就
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为双边关
系发展描绘新蓝图。

赵鉴华说，两国
领导人发挥高超的政
治智慧，就通过对话
协商处理南海问题达
成重要共识，积极探
讨海上合作，共同努
力使南海成为和平之
海、友谊之海、合作之
海，为地区持久稳定与共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赵鉴华指出，双方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就海
上务实合作密切联系，目前已成立南海问题双
边磋商机制并成功举行了三次会议，通过保持
密切的沟通协调，有效避免误解误读，共同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我们希望通过两国的合
作，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树立一个典范，那就是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南海海上合作，并让中
菲处理南海问题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在地区发挥
引导作用。”赵鉴华说，中方愿与菲方共同努力，
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重要契机，推动海洋环保、
科考、渔业、搜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尽快取得早
期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在经济交流领域，两国合作也渐入佳境。赵
鉴华说，菲律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
纽，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方
高度重视将“一带一路”倡议同菲方基础设施建
设计划相对接，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菲律宾经
济建设。这也充分证明，中国是菲经济发展可靠
的合作伙伴。

“2017 年，中菲贸易额首次突破 500 亿美
元大关，中国成为菲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
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赵鉴华说，在刚
刚结束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菲律宾
有 40 多家企业踊跃参展。“两国间利益不断融
合，让两国人民切实感受到了中菲合作友好所
带来的实惠。”他说。

近年来，两国民间交往也得到不断发展。赵
鉴华说，中国已成为菲律宾第二大游客来源国，
2018 年赴菲游客有望突破 150 万人次，预计将
为菲带来超过 320 亿比索(约合 42 亿元人民
币)的收入。两国还将加强双方在文化产业领域
的合作，大力推动智库、青年、媒体、体育等各方
面的交流。

“中菲关系能走出低谷，最重要原因是两国
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发展中菲友好
关系进行了顶层设计，规划了发展蓝图。”赵鉴
华说，中国愿继续同菲律宾守望相助、携手并
进，让中菲关系在新的“黄金时代”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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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酷热
难耐。在波尔·图雅尔的种植园中，一
串串香蕉倒挂在树上，蕉农们在香蕉
树之间穿梭，头顶烈日忙着采摘。

图雅尔今年 53 岁，从事香蕉种植
业超过 25 年，如今在北达沃省管理着
一片面积约 6 公顷的香蕉种植园。在
这里，蕉农们一周至少能采摘 60 吨青
绿饱满的香蕉。分拣、清洗、包装后，香
蕉开始“北上”，经一周海运走进中国
的千家万户。

“种植园里生产的所有香蕉都出
口到中国，”图雅尔说，“现在需求量越
来越大，来年肯定要扩大种植面积，再
多雇些人手。”

棉兰老岛地处热带，是菲律宾最
著名的“香蕉之乡”，大大小小的种植
园星罗棋布。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适
宜，这里种植的香蕉品质优良、口感甜
糯。据了解，菲律宾 80% 以上的香蕉
产自这一地区。

棉兰老岛蕉农及出口商协会是菲
律宾主要香蕉出口商协会之一。协会
主席理查德·雷耶斯向新华社记者介
绍，菲律宾香蕉种植历史悠久，当地种
植园主和出口商采用严格标准，为中
国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香蕉。雷耶斯
说，只有香蕉生长到长度和半径都达
标后，蕉农才会采摘，随后还要对香蕉
进行严格检测和精心挑选。每箱香蕉都有编码，
保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追查。

香蕉是菲律宾出口“明星”，多年来出口量
稳居农产品首位。近年来，中国一直是菲律宾香
蕉主要买家。2016 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

华后，中国市场进一步向菲律宾敞
开，推动菲律宾对华香蕉出口强劲增
长。

菲律宾官方统计显示，2017 年，
菲律宾香蕉对华出口额约 2 . 89 亿美
元，较上一年增长 49 . 5% 。中国已成
为菲律宾香蕉第二大出口国，消费量
占其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除了香蕉，近年来进入中国市场
的菲律宾菠萝、芒果等热带水果也越
来越多。据统计，过去两年中国共进
口各类菲律宾热带水果超过 200 万
吨。

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长拉蒙·洛
佩斯告诉记者，包括香蕉在内的热带
水果赢得中国消费者青睐令他欣喜，
希望今后有更多菲律宾水果进入中
国市场。

菲律宾水果涌入中国，体现了两
国经贸关系日益升温。去年，中菲双
边贸易额突破 500 亿美元，中国已跃
升为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棉兰老岛上，蕉农常说“香蕉知
道你有多努力。”他们用这句谚语勉励
自己，只有辛勤劳动才能获得回报。

如今，在图雅尔和种植园蕉农看来，
只有辛勤劳动并不够，中菲关系持续
友好才能让更多当地香蕉“北上”到中
国。

“我要对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说声感谢，感
谢对菲律宾香蕉打开大门，让我们受益良多，”

图雅尔动情地说，“希望未来中菲关系越来越
好。” (记者袁梦晨、王羽、郑昕)

新华社菲律宾达沃 11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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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 日，菲律宾总统杜
特尔特在马尼拉接受新华社等中
国媒体的联合采访。

新华社发（乌马利摄）

看到自己在山东德州北营村拜谒祖
先的照片，菲律宾姑娘杰赛尔·基拉姆的
思绪又被拉回到 2017 年。

那一年，基拉姆以菲律宾苏禄苏丹
公主身份赴中国参加苏禄东王访华 600
周年纪念活动，见到了自己在中国的同
族亲人。尽管基拉姆在很小的时候就听
父亲说过，他们在中国还有很多亲人，但
那却是她第一次与这些中国亲人见面。

“见面前我还很紧张。我听不懂中
文，除了‘谢谢’之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但我和他们却一见如故，在北营村我就
像回到家一样，我能感受到我们身体里
流着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血液。”基拉姆告
诉记者。

基拉姆和她的“中国亲人”有着共同
的菲律宾祖先——— 苏禄东王巴都葛叭哈
剌。古苏禄国位于菲律宾南部，在海上丝
绸之路形成之后，地处枢纽位置的古苏
禄国就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经贸联系。

据记载，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曾派遣使节
分路出访，其中一支就造访过古苏禄国。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 年)，苏禄东
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陪臣共计 340 多
人，组成庞大的友好使团，踏上访华之路。

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这支友好使团在北
京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

苏禄三王一行在京居住了 27 天，随
后携使团离京归国。然而在返回途中，苏
禄东王巴都葛叭哈剌不幸染病在山东德州逝世。

明成祖听闻消息甚为悲痛，钦命礼部撰写祭文悼
念苏禄东王，同时以“王礼”将其厚葬于德州城北。

之后苏禄东王的部分家眷留华守墓，其余则继续
踏上回国之旅。到清朝雍正年间，苏禄东王在中国

的后裔正式“以温、安为姓入籍德州”，
繁衍至今已有 3700 多人。这也是今天
基拉姆和她的中国亲人散居在中菲两
国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段历史，菲律宾驻华
大使罗马纳评价道，苏禄王访华之旅
展现出菲律宾和中国人民之间友谊的
源远流长。在 1975 年中菲两国正式建
交前的数百年里，两国人民便一直通
过贸易和其它方式建立着密切联系。

德州学院历史学教授王守栋多年
来致力于苏禄王访华研究。在他看来，
苏禄王访华以及其后裔融入中华文明
的历史已成为中菲两国民族、文化相
互融合的一段佳话。

“六百多年来，中国历代政府和百
姓都十分重视苏禄东王的陵墓保护，
多次对陵墓进行了扩建和修葺。”王守
栋告诉记者。

基拉姆的感受和王守栋一样，当
这个菲律宾姑娘第一次在德州看到庄
严肃穆、古朴典雅的苏禄东王墓后，备
受感动。回到菲律宾后，基拉姆搜集了
家族内有价值的物品和材料，待第二
次来到中国时将其交给中方。“我相信
这些物品在中国可以得到更好的保
护，也能发挥更大作用，让更多人知道
这样一段中菲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

如今，基拉姆一有机会就去德州
拜谒祖先陵墓，她也常常在菲律宾接待从中国
来的苏禄王后裔。“这样一份穿越时空的情谊值
得我们珍视并延续下去，祝愿中菲友谊永固。”

(记者袁梦晨、王羽、郑昕)
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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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东北角，蔚蓝的海
湾里静卧着大摩拉岛。在中国恒逸石化和文莱政
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座现代化石化产业基
地正在该岛上崛起，助力文莱实现产业升级，摆脱
资源出口依赖，促进中文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作为产油国，文莱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原
油市场。2013 年至 2016 年，受国际油价低迷影
响，文莱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在紧迫的经济形势
下，文莱政府持续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试图摆脱
对原油出口的过度依赖。

恒逸石化为文莱带来解决方案：在大摩拉岛
上修建一座现代化炼油厂。

据业内人士预测，文莱现有原油储量只够再
开采 20 年。一旦资源枯竭，拥有炼油厂的文莱
也可以像新加坡一样成为石油加工和出口中心。
这将赋予文莱有利的市场地位和多样化的产品出
口能力，从而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据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连
财介绍，大摩拉岛项目一期投资 34 . 5 亿美元，原
油加工能力为每年 800 万吨。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占地 375 公顷的项目
一期工程已见雏形。原油储存罐和液化石油气球
型罐整齐排列，各类管道穿行在厂区各处，配套的
发电厂、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也接近完工。

据了解，在项目伊始，整个大摩拉岛处于无人
荒岛状态。中方项目组作为“开荒牛”，按照文莱环
保法律，先转移和移植岛上的受保护动植物，再把
土地改造成合格的工业用地。

陈连财介绍说，项目全部采用中国石化工业
标准，同时严格执行文方环保标准，配有尾气处理
设备和污水处理厂，配套的火电站也安装了煤炭
除尘设备。文莱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指导委员会，由
政府部长出任委员。

通过建设大摩拉岛项目，文莱不仅能打造完
整的石油产业链，还可借此培养一批自己的石油
化工技术人员，为项目本地化运营打下人才基础。

据陈连财介绍，恒逸石化、文莱大学、浙江大
学三方合作办学，从文莱大学选派在校学生前往
浙江大学参加石油化工相关培训一年，并在中国
的石化企业实习半年，之后再返回文莱进入项目

工作。该计划至今已经培训了 6 批共 80 名文方
技术人员。

文莱女孩丽亚娜 2014 年参加了第一批培
训，在浙江大学学习化学工程专业课程，同时还
学习中文。之后她又分别去舟山、萧山的石化企
业实习了五个月。现在丽亚娜在恒逸实业已经
工作近两年。

随着一期工程接近完成，规模更大的二期
计划也即将启动，投资额近 100 亿美元，新增原
油加工能力 1500 万吨，将显著提高文莱的原油
加工规模和产品盈利能力。

一座中文共建的现代化石油化工岛将崛起
在文莱海滨，为文莱的经济长久繁荣作出贡献。

(记者王晨曦、薛飞)
据新华社斯里巴加湾市 11 月 17 日电

化工岛诞生记
一个中国与文莱合作共赢的故事

文莱古称“浡泥”，自古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中国西汉时期，两国就通过这
条海上纽带互通有无。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
的海事博物馆，珍藏着来自一艘古代沉船的遗物，
它们正是中文两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往的
历史见证。

馆藏资料显示，文莱在 1997 年的一次油气
勘测中，在距海岸线 32 海里处发现了这艘沉船，
此后共发掘文物约 1 万多件，其中九成是瓷器，还
有琉璃、象牙饰品和铜制品等。“文莱最大规模的
历史发掘当属这艘沉船。”文莱历史学家卡里姆博
士向记者介绍说。

有学者推测，这艘沉船大约是在 15世纪后
期至 16世纪早期从中国或东南亚其他地区驶往
文莱的商船，由于天气或超载原因沉没在文莱海
域。如今，这艘沉船的复制品以及部分打捞起来的
文物被陈列在海事博物馆。尽管史上关于中文交
往多有记载，但亲眼看到这些展品，还是不禁令人
感慨：几百年前的海上丝路是何等繁盛。

卡里姆曾担任文莱文化、青年和体育部博物
馆司司长、海事博物馆馆长。他对记者说，瓷器
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来自中国的 4500 多件青花
瓷，占该船所载文物总量的三分之一。它们来自
江西的景德镇，器型以盘子居多，此外有碗、罐
和茶杯。

尽管隔着陈列柜的玻璃，记者还是可以看到
青花瓷器上清晰的淡蓝色花纹。花鸟虫鱼，栩栩如
生。多数表面覆有海底生物的痕迹，但也有一些瓷
器的表面光洁如新，犹如时光穿越。

“这些瓷器都是从景德镇运到泉州，再转海船
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东南亚各地包括文莱。中
国宋朝时期的泉州判院蒲公终老于文莱，现已在
文莱发现了他的墓碑。由此说明，文中之间的往来
历史悠久。”卡里姆介绍说。

除了景德镇青花瓷，沉船中还发现了 182 件
景德镇白釉瓷、926 件出自浙江龙泉窑的青瓷。
这些中国瓷器和占文物总量 39% 的泰国瓷器、少
量越南瓷器和其他饰品、金属制品，显示出当时海
上丝路的主要商品类别。

陈列柜中有几个形状奇特的青花瓷器，外形

全然不同于传统中国瓷器。卡里姆说，那是景德
镇根据马来民族传统盛水器皿定制的瓷器，这
进而说明，明朝时期两国间贸易和人文往来就
已颇具规模。

海事博物馆所在的地区名叫哥打巴都，是
文莱古都所在地。卡里姆带着记者走到室外，手
指馆外的文莱河说，当河水退潮时，河道里破碎
的瓷片闪闪发光。当时，哥打巴都意为“石头
城”，沿河建有码头，大批船只来往于中国和文
莱，并在这里中转，驶往东南亚其他地区。“沉没
在海里的肯定不止这一艘船，只是尚未发现而
已。”

卡里姆告诉记者，在当时的都城，不少人都
使用中国瓷器，至今人们在土里仍可找到瓷器
碎片。记者跟着他来到博物馆背后的山丘，在林

间小道上用脚拨开落叶，果然随意几下就拨出
一块青花瓷碎片。

明成祖年间，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向往中
华文明，率队随郑和航海船队访华，不幸病故于
南京。“明朝皇帝派专人送国王之子回到文莱即
位，并带回一块石碑，这段历史文莱人很熟悉。
据说这块石碑就埋藏在这座山丘上。”卡里姆指
着脚下，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中。

站在山丘上远眺文莱河的出海口，再往远
处，便是烟波浩渺的南中国海，它见证了古代海
上丝路的繁忙与中文友好交往的历史。而今，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文经贸和人文交
流日渐升温，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记者王晨曦、薛飞)
新华社斯里巴加湾市 11 月 18 日电

中国与文莱交往和海丝的历史见证
访文莱海事博物馆

▲这是 11 月 16 日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的海事博物馆拍摄的陶罐。 新华社发（王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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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1 月 17 日在文莱首都斯里巴
加湾市拍摄的大摩拉岛项目一期工程。

新华社发（王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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