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老边境，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
作区，一片塔吊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忙
景象，项目加速推进，产业快速集聚。

“有了中老铁路，我们对磨憨的发
展充满信心。”中铁云南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谊说，2023年以来，公司
不断加大在磨憨的投资规模，积极参
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坡国际产业示
范园、产业管理中心和磨憨中铁广场
等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磨憨国际口岸
城市高质量发展。

一路通，百业兴。中老铁路日益
成为地方招商引资的“金名片”，为区
域经济繁荣发展注入澎湃活力。

在中国，玉溪市依托中老铁路，充
分发挥物流供应链组织、产业链构
建与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优势，大力发
展复合型城市经济，培育千亿级产业；
普洱市持续推进特色生物、现代林产

业、休闲度假等基地建设，实现了普洱
茶、咖啡等产业的显著增长；西双版纳
州推进文旅康养、橡胶、普洱茶等 7大
重点产业建链补链强链，实现了综合
产值的大幅提升。

在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
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美国、马来西亚
等 9个国家和地区的 154家企业入驻，
年产值超过 20亿美元；磨丁经济特区
围绕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等产业进行
招商，已签约入园企业 891家，累计投
资额达到10.4亿美元。

在万象南站换装场，一个个集装
箱从换装场一侧的中国标准轨列车上
被吊起，又被稳稳地装在换装场另一
侧的米轨列车上。吊装完毕后，米轨
列车将向南驶向泰国。

老中铁路公司运营总监杜志刚告
诉记者，万象南站换装场实现常态化

运营后，中国昆明经老挝万象到泰国
林查班港的运输成本减少20%以上。

据统计，中老泰铁路紧密互联，累
计完成“中老泰”直通运输342列、换装
货物 15.9 万吨，还促进了泰国农副产
品、橡胶等跨境货物通过中老铁路运
往中国。

“巨龙”飞驰，活力迸发。
如今，中老铁路已成为连接中国

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黄金物流通道。
它不仅实现了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中
欧班列的互联互通，还使得老挝、泰国
等国家至欧洲的铁路直达运输时间缩
短至 15天，极大促进了区域间的贸易
往来和经济合作。

站在新起点，这条与山川同美的
“钢铁丝路”将继续造福沿线人民，让
人们在贸易的繁荣中收获富足，在文
化的交融里增进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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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实体经济“筋络”助力交通物流加速奔跑
——我国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观察

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筋络”，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日

前，交通运输部联合有关部门印发《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以及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分领域实施方案。

在3日交通运输部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一系列新举措，全力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伴随一阵汽笛声，满载义乌小商
品的列车缓缓驶入宁波舟山港北仑
港区。这条义乌—宁波舟山港集装
箱铁水联运线路，日前成为由交通运
输部、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发布的
集装箱铁水联运品牌线路培育典型
案例。

“近年来，交通运输部持续推进运
输结构调整优化工作取得了积极成

效。”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副司长王绣春介绍，今年1至10月，
全国铁路、水运完成货运量较 2020年
同期分别增长了14.2%和29.9%。

京津冀地区、晋陕蒙煤炭主产区、
东北地区等是大宗货物运输的重点地
区，推动这些地区“公转铁”“公转水”
取得务实成效、实现运输绿色低碳转
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争取到 2027

年，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周转量较 2023
年增长 10%左右，港口集装箱铁水联
运量年均增长15%左右。”王绣春说。

重点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
经济带物流通道、沿黄生态经济带物
流通道、中部多式联运通道等互联互
通；支持 37个城市开展国家综合货运
枢纽补链强链建设，完善货运枢纽的
服务功能；创新高铁快运、双层集装箱

班列、多联快车等运输组织模式……
抓重点通道、重要节点、重点环节，一
系列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优化的举措正
在部署。

王绣春表示，交通运输部将全力
推进实施优化运输结构攻坚工程，聚
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发力，确
保全面完成运输结构调整优化目标
任务。

10月30日，首趟载有74个标准箱
出口货物的海铁联运物流总包列车从
扬州江都铁路专用线启程，驶往南通
吕四港铁路专用线。长三角新开的这
条海铁联运物流总包线路，将进一步
优化铁路干支线运输能力。

铁路专用线是打通铁路运输“前
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对于降低交通

物流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铁路局运输监督管理司副司

长李振江说，将通过研究规范铁路专
用线接轨建设和运营管理、研究修订
铁路专用线设计规范、加强专用线运
营监管、开展铁路专用线建设运营全
流程工作试点等方式，抓好基础设施

“硬联通”。

基础设施“硬联通”要抓实抓细，
规则标准“软联通”也要抓好抓牢。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增
长势头明显。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0
月，航空行业共完成货邮运输量 729.8
万吨，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9.3%，货运
量规模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共建

‘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和跨境电商等新
业态快速发展，航空物流迎来难得的
历史机遇。”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副
司长商可佳表示，将通过推进《交通物
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和“民航领
域实施方案”落实落地、优化完善航线
航班管理政策等，推动国际航空货运
高质量发展。

公路货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但与此同时，公路货运的碳排
放量占公路交通的比例达 60%以上。
加快物流绿色转型，推动新能源货车
普及势在必行。

日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交
通分会发布的《数说绿色货运·2024
城市货运减碳数据报告》提出，网络
货运平台货拉拉的 40%订单由新能
源货车完成，新能源货车跑过的里程
达 74 亿公里，相比用油车运输减碳
142万吨。

以此为缩影，在我国实现“双碳”
目标需要及多项政策推动下，公路货
运加快呈现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态势，
助推我国运输用能结构进一步降本提
质增效。

《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
划》提出，大力提升技术装备绿色化
水平。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新能源中
重型货车，布局建设专用换电站。加
快提升港口、机场、物流园区等车船
清洁化水平，加快水上运输装备大型
化、标准化。

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深度融合的
新业态智慧物流，是推动物流业降本
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

建成厦门远海、青岛前湾等 49
座自动化码头；推动网络货运行业集
约高效发展，网络货运交易成本与传
统运输方式相比下降约 6%至 8%；围
绕城市间生鲜运输、同城快递集散、
即时配送等不断创新低空物流服务
模式……

从发布会上公布的智慧港口、平
台经济、低空物流服务等领域新进展
中，可感知技术赋能交通物流降本提
质增效的步伐。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立足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继续会同有关部
门加快推进交通物流数智化发展，推
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完
善全自动化码头、低空物流、网络货运
等标准规范，有序推动无人车、无人机
示范应用，加强交通运输智慧物流标
准协同衔接，促进数字技术与交通物
流各场景的深度融合，培育交通物流
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助力交通物流
降本提质增效。”王绣春说。

加快交通物流绿色化、数字化发展深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优化

抓好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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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中老铁路 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样板
3日上午8时8分，昆明南站。
迎着朝阳，D87次列车从17站台缓缓驶出，向老挝万象加速奔驰而去。这一天，中老

铁路迎来开通运营三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在喀山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时

指出，双方要继续做大做强中老铁路，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样板。

3年间，“从通到畅、从畅到快、从快到旺”，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4300万人次，运
输货物4830万吨，国际“黄金大通道”活力奔涌。这条凝聚着中老两国人民智慧与深情厚
谊的交通大动脉，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例证，澎湃着促进经济交融、文化交
流、区域共进的强劲力量。

冬日，老挝迎来旅游“黄金季”，一
场跨越国界的旅行盛宴正在上演。

“我一直想去老挝旅游胜地琅勃
拉邦，这次终于要实现了，非常开心。”
D87次列车 4号车厢里，来自昆明的旅
客李玥和朋友一起，兴奋地看着平板
电脑里的老挝地图，憧憬着即将开始的
老挝之旅。

中国昆明、玉溪、普洱、西双版纳；
老挝磨丁、琅勃拉邦、万荣、万象……
中老铁路串起了沿线超过 560 个旅游
景点，为游客编织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
旅行画卷。

双向奔赴，中老铁路热度持续提
升。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的统计显示，中老铁路每月旅客发送量
由开通初期的 60 万人次，增至目前的
160万人次。

飞驰向前，“钢铁巨龙”持续跑出
“加速度”。2023年4月13日起，中老铁

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昆明至万象间实
现乘火车当日通达；今年 4月 13日起，
西双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的国际旅客
列车也正式开行。

“我们已累计开行 1500 多列中老
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为来自 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 36 万名跨境旅客，提供
了便捷的跨境旅行服务。”国铁昆明局
集团公司客服中心主任张蘋介绍，
中老铁路成为沿线旅客出行的首选交
通工具。

“我家在老挝万象，孩子在昆明留
学，坐动车可以当天抵达，孩子回家方
便了，老母亲也实现了去中国看看的心
愿。”老挝旅客苏莎万说。

11 月 19 日，中老铁路城市联盟成
立，联盟发起城市为中国昆明市、老挝
万象市，首批联盟成员还包括中国玉溪
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成都市、重庆
市、乌鲁木齐市，老挝南塔省、老挝琅勃

拉邦市，10名代表共同签署备忘录。
“中老铁路城市联盟将促进中老两

国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编织起更为致
密的合作网络。在拓展两国文化国际
影响力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命运共同
体’的价值内核。”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
南亚研究所名誉所长马勇说。

中铁八局职工杨君梅看着手机上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三周年活动的直播，
思绪飘回 2019 年。彼时，她正在老挝
乌多姆赛省孟阿县会富莱村参与中老
铁路的建设工作，与当地村民结下友
谊。“今年底，我要乘中老铁路去老挝看
望他们。”杨君梅说。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老挝驻昆明总领事馆副总领
事岛派·占塔纳昕表示，中老铁路国际
旅客列车极大地促进了铁路沿线的文
化传播和交流，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
往来。

3 日中午，一列中老铁路“澜湄快
线”国际货物列车从老挝入境中国，抵
达磨憨站。短短 5分钟后，这趟列车便
顺利收到了放行的指令。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后，沿线经贸合
作更为密切，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磨憨镇
是这条“黄金大通道”的重要枢纽。2022
年4月，昆明市全面托管磨憨镇，率先推
出“铁路快通”模式，缩短磨憨铁路口岸
的通关时间，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记者在磨憨铁路口岸看到，货场应
用了数字化管理，工作人员通过指挥中
心远程操作无人驾驶车辆，提升工作效
率并降低运营成本。磨憨站党总支书记
自力说：“以前靠人力操作十分耗时，现在
通过数字化手段，通关时间大幅缩短。”

中老铁路开通三年以来，中老两国
间的货运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大幅下
降，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2023年，
中老两国双边贸易额达 71 亿美元，同
比增长26.6%。

“中老铁路让老挝由‘陆锁国’变成
‘陆联国’，是非常珍贵的礼物。”老挝
琅南塔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西彭·
龚占巴因工作需要经常和中国磨憨方
面交流协商，他说，期待中老磨憨—磨丁
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和磨憨发展能将交
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好带动双
方发展。

昆明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1
个月，昆明海关监管经中老铁路进出口
货物 434万吨、货值 168.1亿元，两项数

据均已超去年全年。
“中老铁路开通后，老挝的木薯干

片在中国销量大幅提升，老挝百姓种植
木薯意愿高涨，今年的木薯种苗更是

‘一苗难求’。”老挝通达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安全技术总监胡胜利说，中老铁路
让老挝人民得到了实惠。

今年 9 月，首趟中老泰多式联运
“一单制”货运列车在云南昆明发车，沿
中老铁路直达万象，再通过公路运输至
泰国批发市场，实现全程“门到门”运
输，用时仅 3.5天。“中国的消费者吃到
品质更好的榴莲，泰国的企业、农户共
享市场机遇，沿线民众的生活持续改
善。”泰国时必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
营总监潘娇玲说。

客运繁荣，引领国际交流新风尚

货运兴旺，拓展物流运输大版图

产业升级，激发沿线经济新活力

2023年4月13日，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驶出的D888次“澜沧号”列车行驶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境内
的中老铁路橄榄坝特大桥上。


