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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军：中亚沃土上的“破茧”传奇

赵学军的成功，深深植根于中吉
两国战略协同的沃土。2025年2月5
日，两国领导人会谈明确表示，要高质
量共建中吉乌铁路、深化农业等领域
的合作。吉尔吉斯国家化肥厂，正是
元首共识落地生花的典范。

地方层面，吉尔吉斯奥什州政府
为项目全面开启“绿色通道”，土地审
批、税收优惠等政策甘霖沛然而降。
中国驻吉大使刘江平在奥什州与中资
企业座谈时特别强调：“吉政府特别强
调将全力支持国家化肥厂建设。”政策
红利与企业动能在此交响激荡。

赵学军的实践揭示了中国民企在
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独特价值：相较
于国企资本密集型路径，民企更擅长
以“技术微创新”精准切入细分领域，
以“本土化运营”融通文化疆界。化肥
厂所采用的腐植酸技术，正是河北百
斗嘉基于华北平原经验改良的适应性

方案——既契合当地土壤禀赋，又切
实降低农户成本。这种“需求导向型”
智慧，赋予项目蓬勃的市场生命力。

更深层意义在于，赵学军以吉国
中华投资总商会秘书长身份，化身两
国经贸的“民间纽带”。商会已促成
20余家中企赴吉考察，涉足能源、建
材、跨境电商等领域。“以项目育平台，
以平台汇资源”的模式，凸显民营力量
在破除信息壁垒、催化双边投资中的
不可替代性。

从燕赵大地到奥什热土，赵学军
团队用六年光阴，完成了从“项目生
根”到“产业成林”的壮丽蜕变。当中
国专利在中亚平原“抽穗”，当复合肥
生产线化作现代丝绸之路上新的驼
铃，这沃土传奇正是“一带一路”共商
共建共享精神最铿锵的回响——一粒
粒“共富”的种子，正在中亚希望的田
野上破土而出。 （李清）

作为传统农业国，吉尔吉斯斯
坦却深陷“沃土无养料”的窘境——
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100%依赖进
口。2019年，赵学军率领的考察团
队了解到这一瓶颈后，以“填补技术
鸿沟、纾解民生之渴”为使命，开始
推动吉尔吉斯国家化肥厂项目落地
生根。这项中吉共建“一带一路”的
标杆工程由中国核工业集团下属企
业承担EPC建设，贯穿矿产勘探、技
术输出与产能布局全链条，更在首
届中国—中亚峰会上郑重落笔。其
核心，是一份承诺——终结吉尔吉
斯斯坦“有地无肥”的历史困局。

2025 年 1月，项目再次迎来重

要进展：吉尔吉斯国家化肥厂首条
年产 10万吨腐植酸复合肥生产线
告竣，当月即赢得乌兹别克斯坦大
型农资商 5 万吨订单，货值高达
2500 万美元。这不仅标志着吉尔
吉斯斯坦本土复合肥生产实现零的
突破，更以“中国专利+中国智造”
的组合拳，一举击碎中亚肥料市场
长期受制于人的枷锁。吉尔吉斯斯
坦副总理托罗巴耶夫慨叹：“此项目
助我国农业挣脱‘进口桎梏’，是真
正的民心工程。”吉尔吉斯斯坦总理
卡西马利耶夫亲临视察后，专以内
阁名义向中国政府致谢，盛赞河北
百斗嘉的卓越贡献。

赵学军的蓝图远超“建厂产肥”
的单一维度。项目伊始，他便擘画

“全产业链生态”：以化肥为基石，同
步孕育种子研发、农药配套、农机服
务及粮食深加工，矢志在吉尔吉斯
斯坦奥什州打造综合性农牧业示范
高地。这一战略既应和了吉尔吉斯
斯坦农业现代化脉搏，亦彰显中国
企业“授人以渔”的远见哲思。

至 2025 年 4月，项目二期生产

线启动筹备，届时，年产能将跃升至
20万吨。与此同时，企业借势中吉
乌铁路建设东风，与吉国政府达成
战略共识，推动销售网络从中亚五
国向中国新疆乃至欧亚大陆纵深延
展。“生产—加工—流通”的闭环生
态，不仅为当地催生大量就业沃土，
更通过技术转移孵化本土产业力
量，实现“技术扎根”与“人才崛起”
的双星闪耀。

破茧：终结“有地无肥”的历史困局

深耕：从单一工厂到产业丛林的蜕变

致远：乘政策长风破万里浪

吉尔吉斯总理卡西马利耶夫吉尔吉斯总理卡西马利耶夫20252025年年11月月2323日在吉国化肥厂项目视察日在吉国化肥厂项目视察。。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铺展的壮阔图景中，中国企业家的身影不断浮现
于中亚腹地，以远见与汗水浇筑着跨国合作的丰碑。河北百斗嘉公司董事长、
吉尔吉斯中华投资总商会秘书长赵学军，以吉尔吉斯国家化肥厂项目为战略
支点，不仅撬动了中吉农业合作的新纪元，更在中亚大地上谱写了从“技术荒
漠”到“产业绿洲”的实干史诗。

中吉乌铁路签约现场中吉乌铁路签约现场。。

项 目 得项 目 得
到了吉尔吉到了吉尔吉
斯斯坦和中斯斯坦和中
国各级政府国各级政府
的大力支持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